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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糯玉米新品种济糯 63 是济宁市农科院 2013 年以济 218 作母本、济 116 作父本选育而成的 1 代杂交种，2017 年通过

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具有口感好、品质优、抗性强、产量高等优点，适宜在山东地区作为鲜食专用甜糯

玉米品种种植。主要阐述了该品种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及高产绿色栽培技术，以期为糯玉米种植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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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也称为蜡质玉米，籽粒的胚乳是由100%
的支链淀粉组成。糯玉米胚乳具有特殊的淀粉结构，

造就了它独特的糯性和风味，不仅是鲜食玉米的上

等佳品，而且在糯玉米粉、糯玉米碴的食用上也有独

到之处，同时也是优质的畜禽饲料和工业原料。目

前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糯玉米的种植面积有逐

步扩大的趋势 [1]。我国是糯玉米的原产地，资源十

分丰富，但大多数材料遗传基础较为狭窄，在品种抗

性和品质上不能兼顾，且栽培管理措施粗放，种植效

益低，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2-3]。为此，笔

者广泛收集国内外种质资源，进行鉴定、筛选优良种

质，创制优良鲜食糯玉米新种质和新材料，拓宽鲜食

糯玉米种质基础，从而选育出优质高产糯玉米新品

种济糯 63，于 2017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玉 20170036）。同时，

根据该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开展了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建立适合当地生态区的简约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合理实用，极大提升了品种的节本增产潜力。

1　品种选育思路和方法
针对黄淮海区夏季自然灾害频发，对鲜食玉米

抗逆性、商品品质要求高的实际 [4]，本项目有效利用

国内外核心玉米种质，立足于黄改系改良，将旅大红

骨种质的优良基因有效融入黄改系种质 [5]，利用自

育自交系 2128 的早熟性、良好的结实性和耐高温特

性与配合力高、果穗大、抗病性好的旅系组配基础材

料；用适应范围极广的普通玉米杂交种郑单 958 和

优质鲜食糯玉米京科糯 2000 组配基础材料，以期选

育出适应性广、品质优、配合力高的自交系。在室内

考种时重点关注单粒选择，选出籽粒不透明、种皮无

光泽、外观呈蜡质状、粒型偏硬粒的籽粒进行加代，

大田种植加大人工选择压力，主要关注入选单株的

株型、抗病性、抗倒性、生育期和结实性，重点选择适

应黄淮海区气候特点的材料。基于黄淮海区已经形

成的几种杂种优势模式，本研究以系谱选育和回交

转育等育种方法和优中选优的材料组织原则，确定

了瑞德 × 黄早 4 及其衍生系为主要杂优模式。采

用高密度、大群体、强胁迫、严选择等育种技术，对入

选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组合，初级鉴定与多点试验

同时铺开，当地选育与南繁加代相结合，充分发挥各

种资源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加快育种进程，提高选育

的质量、速度和效率。

2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2.1　亲本来源　母本　2009-2012 年选用自育糯玉

米杂交种济糯 13 和普通玉米杂交种郑单 958 杂交

组成基础材料，用回交育种和糯质玉米粒单粒选择

的育种方法，通过南繁北育连续自交 8 代，于 2012
年选育而成，定名为济 218。

父本　2008-2011 年根据京科糯 2000 具有果

穗大、行粒数适当、果穗口感粘软、种皮薄、植株抗

病性好的特点，采用系谱法经过连续多代自交，于

2011 年选育出穗大、配合力高、熟期适当、抗倒性好

的自交系，定名为济 116。
2.2　选育过程　2013-2014 年以自交系济 218 为

母本、济 116 为父本进行测配。2013-2014 年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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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表现田间整齐一致，果穗筒型，纯白粒，白

轴，结实饱满，食用感觉香味浓、口感粘，皮厚中等特

点，定名为济糯 63。2015-2016 年参加山东省鲜食

夏玉米品种区域试验，2 年每 667m2 平均收商品鲜

穗 3666 个，产鲜穗 883.4kg。选育系谱见图 1。

图 1　济糯 63 选育系谱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生物学特性　株型半紧凑，全株叶片数 20 片，

幼苗叶鞘、花丝绿色，花药红色。鲜穗采收期 72d，
株高 264.6cm，穗位高 113.6cm，倒伏率 7.0%、倒折

率 0.2%。果穗锥型，商品鲜穗穗长 19.8cm、穗粗

4.7cm，秃顶 0.6cm，穗粒数 383 粒，白轴、白粒，果皮

中厚。

3.2　综合抗性　多年多点试验结果显示，济糯 63
具有良好的抗倒力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2016 年

经山东农业大学抗病性接种鉴定：中抗粗缩病，抗

弯孢叶斑病，高抗小斑病、大斑病、瘤黑粉病，感茎 
腐病 [6]。

3.3　品质表现　2016 年山东省区试品质分析结

果显示：济糯 63 鲜穗籽粒（适宜采收期）粗蛋白

7.12%，粗脂肪 6.07%，赖氨酸 4.03µg/mg，粗淀粉

56.09%，可溶性固形物（湿基）10.9%[6]。2013-2014
年对果穗感官品质、蒸煮品质综合评价：果穗色泽鲜

艳，外观品质优，粒饱满，柔嫩度较好，蒸煮后软黏清

香、口感好。

4　产量表现
在 2013-2014 年品比试验中，每 667m2 平均鲜

穗产量 1035.0kg。2015-2016 年参加山东省鲜食

夏玉米品种区域试验，2 年每 667m2 平均收商品鲜

穗 3666 个，产鲜穗 883.4kg[6]。2017 年在济宁、菏

泽、枣庄、聊城等不同生态地区培创的多块高产攻

关田，经实打验收每 667m2 平均鲜穗产量 1127.3kg。
2018 年济宁市农业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济糯 63 千

亩生产示范区田间实测，每 667m2 平均鲜穗产量 
1043.7kg。

5　高产栽培技术
5.1　隔离种植　济糯 63 与普通玉米或其他类型玉

米杂交时，会变成普通玉米品种，丧失糯性，因此生

产上要求隔离种植，具体方法有 3 种：（1）空间隔离，

要求周围 300m 以内不得种植其他玉米品种；（2）时
间隔离，要求与其他玉米品种花期错开 20d 以上；

（3）屏障隔离，以树木、房屋、山岭等自然屏障为隔

离 [7-8]。

5.2　分期播种　济糯63在春、夏、秋三季均可种植，

应根据市场需求分期播种、采收，均衡上市，以获得

较高经济效益。种植时，应保证籽粒灌浆期的平均

日温在 16℃以上。为确保适时上市，首期播种采用

地膜覆盖的方式，可提高地温，改善微循环，促进壮

苗早发。采用玉米播种机播种，有利于苗齐、苗匀。

5.3　合理密植　济糯 63 可早春覆膜播种也可夏直

播，一般大田适宜密度 3500~4000 株 /667m2，水肥

条件较好的可达 4500 株 /667m2。多采用行距 60cm
和株距 25cm 的种植方式，也可采用宽窄行种植，宽

行 80cm、窄行 40cm，株距 25cm。

5.4　田间管理　3 叶期间苗，5 叶期定苗，在拔节期

及时打杈拔除分蘖以防小穗或减产、减收。济糯 63
需肥量较大，施肥应重施基肥，施好苗肥和穗肥，多

施农家肥及磷钾肥，提高籽粒香甜风味；在高产地

块种植，要注意增施锌肥 [9-10]。具体施肥措施：播

种前每 667m2 底施腐熟农家肥 2000kg、三元复合肥

20~25kg ；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5~20kg。水分管理

与普通玉米品种相似。

5.5　病虫害防治　播种前对种子进行精选，利用福

亮或者嘧菌酯对种子进行二次包衣，有效防控苗期

病虫害。播种后要及时除草，播后苗前每 hm2 可选

用 50% 乙草胺微乳剂 3000~3750mL，土壤喷雾；苗

后可选用 15% 硝磺草酮悬浮剂 750~975mL 茎叶喷

雾。苗期采用 10% 吡虫啉喷雾防治灰飞虱、蚜虫；

大喇叭口期采用 Bt 乳剂、90% 晶体敌百虫、5% 阿

维菌素灌心或喷雾防治玉米螟，严禁使用高剧毒农

药，以保证食用安全 [11]。

5.6　适期采收　食用嫩果穗以乳熟期最佳；济糯 63
春播时一般在授粉后 23~28d 收获为宜，夏播时则

在授粉后 20~30d 收获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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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地势北高南低，海拔高度相差大，土壤类型多种多样，气候呈垂直分布，加上山区旱地土壤多，农业耕作技术比

较传统，因此对玉米品种的综合抗性要求较高。先农 998 是华中农业大学于 2009 年在海南省陵水县用自交系 A156 作母本、

自交系 A255 作父本杂交组配而成的玉米单交种，云南试验示范的 5 年来，均表现出高产、高抗灰斑病的特点，适合云南省大部

分区域种植。

关键词：先农 998；选育；特征特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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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当前西南各省（区）内玉米面积最大

的省份，但云南省地势北高南低，海拔相差大，南面

海拔一般在 1500~2200m 之间，北面在 3000~4000m
之间，东部为云贵高原，地形渐趋平缓。农业耕作技

术都还比较传统，特别在边疆一些民族地区更加粗

放。云南省土壤类型多种多样，气候具有垂直分布

特点，山区旱地土壤约占全省的 64%，坝区旱地约占

17%，因此对玉米品种的要求极高。近几年来，云南

省玉米病害、虫害不断加重，尤其是灰斑病盛行，几

乎是谈灰（斑病）色变，各大种业公司在云南参试的

品种中，许多是因不抗灰斑病而被一票否决 [1]。先

农 998 是华中农业大学于 2009 年在海南省陵水县

用自交系 A156 作母本、自交系 A255 作父本杂交组

配而成的玉米单交种。自 2013 年在云南省试验示

范 5 年来，表现出高产、高抗灰斑病的特点，经云南

省预试、区试、生产试验，2018 年通过云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命名，审定编号：滇审玉米

2018005 号，适宜在云南省海拔 1000~2000m 的玉米

种植区种植。

1　亲本来源
1.1　母本 A156　选自华中农业大学从美国先锋公

司在中国参试的杂交种 x1152A，2004 年起在湖北

省和海南省套袋自交，连续 4 年 7 代选育而成，2009
年在海南得到稳定的优良自交系 A156。幼苗叶鞘

浅紫色，株高 161cm，穗位高 109cm，半紧凑型。雄

穗护颖浅紫色，分枝数 3~7 个，花药浅紫色，花丝

青色。果穗筒型，穗长 13.7cm、穗粗 4.25cm，秃尖

0.7cm，穗行数 15.6 行，行粒数 26 粒，千粒重 278g，
籽粒黄色，中间型，穗轴红色。

1.2　父本 A255　选自自配杂交种 HZ111×S37，连
续自交 7 代选育而成。HZ111 为华中农业大学自

育自交系，S37 为四川农业大学选育的自交系。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