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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普通玉米品种推广应用的现状与启示
赵月奎 1　张颖韬 1　鲜　红 1　霍仕平 2

（1 重庆市种子管理站，渝北 401121；2 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万州 404155）

摘要：以近年相关法定资料、数据为依据，分析重庆市普通玉米品种推广应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重庆市每年

推广应用玉米品种达 200 个以上，其中前 20 个品种应用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1/3；种业企业品种数量、应用面积和占比均高于科

研院所。说明重庆市玉米主导品种格局基本形成，种业企业正在成为重庆市玉米品种创新的主体。从中得出 5 点启示，即外

来品种占据重庆玉米品种市场主导地位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籽粒用玉米占据重庆市玉米产业主导地位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

变；重庆市玉米品种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品种更新换代步伐有待加快；在短期内施行机械轻简化栽培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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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种子法》[1] 的颁布实施和国家种业

新政相继出台，大大激发了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的

品种创新活力 [2]。品种多，给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

了更多的品种选择机会，对提高玉米产量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也给农业生产和品种管理带来了不少麻 
烦 [3-4]。为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措施，根据国家

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对外发布的文件或资料，分析了

重庆市普通玉米品种推广应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从中得到几点启示。

1　资料来源
所用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重庆市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对外发布的法定资料及相关数据；其次是国

家农业农村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第

三是各级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汇总报告；部分资料来

源于生产或社会多点抽样调查。气象资料来源于当

地气象部门对外发布的相关数据。

2　品种应用现状
2.1　玉米产业概况　玉米是重庆的主要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单产和总产均居第 2 位。直辖以来普通

玉米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46 万 hm2 左右 [5-6]，占玉

米总面积 90% 以上，杂交种普及率达 100%，总产量

约 270 万 t，平均单产 5925kg/hm2 左右。所产玉米

90% 以上用作饲料，用作加工（主要是酿酒）原料不

足 8%，用作主食约占总量的 1%。自产玉米仅能满

足需求总量的 70% 左右，每年需要调入玉米 100 万 t 

以上。糯甜玉米主要作鲜食或蔬菜，有少量青贮青

饲玉米种植，基本没有爆裂玉米和专用机收玉米品

种种植。

普 通 玉 米 种 植 在 海 拔 180~1800m 区 域，以

700~1200m 区域居多，是重庆市玉米主产区和优势区

域，以春播一年三熟（小麦或油蔬—玉米—甘薯）或

两熟（马铃薯—玉米）套作为主。糯甜玉米种植在

海拔 800m 以下的城镇近郊区域，一般为分期播种

零星种植，播种期最早为 2 月中上旬（双膜覆盖），

最晚为 7 月下旬至 8 月初（秋玉米）。

重庆热量资源丰富，不是玉米生产的限制因

素。但常年日照约 1100h，是西南地区日照时数和日

照强度最少的区域；年降雨量 1000~1100mm，但分布

不均，多集中在 5-6 月和 9-10 月；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左右，5-6 月相对湿度达 100%。因此多雨高湿、

高温干旱、寡日照的气候特点是制约重庆市玉米生

产的重要“瓶颈”，也是导致重庆市玉米品质和商品

性差的主要原因。

2.2　品种推广应用现状　近年来重庆市种植的普

通玉米品种每年都在 200 个以上。其中 2017 年为

226 个，推广面积达 0.66 万 hm2 以上的品种只有 10
个，分别是中单 808、西大 211、正大 999、鄂玉 30、
鄂玉 16、新中玉 801、秦奥 23、渝单 32、隆庆 159 和

三北 2 号，面积依次为 1.69 万 hm2、1.47 万 hm2、 
1.17 万 hm2、1.09 万 hm2、1.04 万 hm2、0.88 万 hm2、 
0.85 万 hm2、0.85 万 hm2、0.71 万 hm2、0.68 万 hm2， 
分别占总面积的 3.66%、3.18%、2.51%、2.37%、通信作者：霍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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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91%、1.86%、1.86%、1.55%、1.47%。

在推广应用面积较大的前 30 个品种中，有 5 个品种

（中单 808、鄂玉 16、鄂玉 30、正大 999 和秦奥 23）
已连续多年应用面积稳定在 0.66 万 hm2 以上，算

得上是重庆市的大品种。近年新审定品种如西大

211、新中玉 801、成玉 999、隆庆 159、禾睦玉 918、金
穗 33、重玉 898、延科 288 推广应用面积上升较快，

有成为主打品种的趋势。一些已推广应用近 10 年

甚至超过 10 年的品种，如中单 808、正大 999、鄂玉

16、秦奥 23、渝单 30、鼎玉 8 号、三峡玉 6 号等，面积

一直持续稳定，说明目前还没有完全能够取代它们

的品种。

从前 20 位品种的推广应用总面积和占比看

（表 1），2013 年 8.72 万 hm2，占 18.48% ；2014 年

9.42 万 hm2，占 20.27% ；2015 年 11.01 万 hm2，占

23.66% ；2016 年 13.50 万 hm2，占 29.64% ；2017 年

16.15 万 hm2，占 35.51% ；表明重庆市普通玉米品种

推广应用正逐步向前 20 位品种集中，主导品种格局

基本形成。在这些品种中，科研院所培育的品种占

总面积的比例由 2013 年的 8.77% 上升到 2017 年

的 16.33% ；种业企业培育的品种占总面积的比例

由 2013 年的 9.71% 上升到 2017 年的 19.18%。种

业企业培育的品种推广应用面积和占比均高于科研

院所，说明种业企业正在逐步成为重庆市玉米品种

创新的主体。

表 1　2013-2017 年重庆市推广应用居前 20 位的 

玉米品种面积分类比较

单位 推广面积与占比
年份（年）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科

研

院

所

市

内

面积（万 hm2） 4.10 2.99 2.75 2.38 2.61

占比

（%）

占总面积 9.01 6.56 5.91 5.12 5.53

占 20 个品种 25.39 22.13 24.97 25.26 29.97

市

外

面积（万 hm2） 3.33 3.26 2.41 2.43 1.53

占比

（%）

占总面积 7.32 7.17 5.18 5.23 3.24

占 20 个品种 20.61 24.13 21.88 25.79 17.56

种业

企业

面积（万 hm2） 8.72 7.25 5.85 4.61 4.58

占比

（%）

占总面积 19.18 15.91 12.57 9.92 9.71

占 20 个品种 53.99 53.66 53.13 48.93 52.58

从表 1 还可看出，2013-2017 年科研院所、种业

企业培育的品种应用面积及其占比总体上均呈上升

趋势，2017 年与 2013 年比较，科研院所品种面积上

升 79.47%，种业企业品种面积上升 90.39%。但应

看到在前 20 位品种中，种业企业品种数量占 60%，

应用面积占 53.99%，品种数量和面积占比均大于科

研院所，品种应用面积上升速率比市内科研院所高

10.92 个百分点，且市外科研院所品种应用面积上升

速率（117.64%）远高于市内科研院所（57.08%），说

明重庆市内科研院所玉米品种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2.3　品种表现　表 2 是重庆市推广应用面积居前

20 位的玉米品种的主要表现。结果显示，在区域试

验中比对照增产 8% 以上的品种有 13 个，占 65%。

这些品种生育期普遍为中熟或中熟偏晚；株高、穗位

高中等或偏高；果穗较粗大；多数品种品质中等偏

好，但一些品种蛋白质或脂肪含量偏低，个别品种淀

粉含量很低。在抗病性方面，少数品种茎腐病达高

感，潜存着较大的抗性风险，生产上应注意加强风险

防范。

3　启示与讨论
3.1　外来品种占据重庆玉米品种市场主导地位的

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重庆市玉米品种创新起步较

晚，创新实力总体较弱，直辖初期至中期，普通玉米

品种主要靠引进。到 2017 年，在 10 个推广应用面

积超过 0.66 万 hm2 的品种中自育品种仅有 3 个，单

品种推广应用面积也不是最大的，这种格局在短期

内仍不能得到根本改变。

3.2　籽粒用玉米占据重庆市玉米产业主导地位的

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　玉米是重庆市播种面积和

总产量均居第 2 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国家大力推

进种植业供给侧改革，增加青贮玉米、发展鲜食玉

米的大背景下，重庆市普通籽粒用玉米总面积稳定

在 90% 以上，糯甜玉米、青贮青饲玉米仅占总面积

10% 左右。这与重庆市籽粒用玉米缺口大、玉米主

要是自产自销、商品化率极低有密切关系，这种格局

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3.3　玉米品种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多雨高湿、

高温干旱、寡日照的气候特点是制约重庆市玉米生

产的重要“瓶颈”，外来品种总体适应性差，需要重

庆地产品种予以补充。因此，重庆市玉米品种自主

创新工作不但不能放弃，而且在本土化育种方面还

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要加强品种抗病性、抗旱

性、耐寒性和耐瘠性的遗传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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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滇型杂交粳稻
徐　津 1　李全衡 2

（1 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昆明 650000；2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昆明 650000）

水稻是云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商

品粮之一，年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30%
左右，但稻谷总产占全年粮食总产的 45% 左右，居

全省粮食第 1 位，进一步提高水稻单产，增加农民收

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水稻以粳

稻为主，种植面积大约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 60%，

是西南最大的粳稻区，发展杂交粳稻是保证云南省

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是未来粮食增产的新增长点，

将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1965 年云南农业大学李铮友教授在保山发现

水稻雄性低不育株，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粳型杂交

水稻的研究，1969 年培育出我国第 1 个粳型细胞

质雄性不育系——滇Ⅰ型粳稻红帽缨不育系，并在

1973 年实现三系配套。随后，滇 I 型不育系还被引

到江苏、浙江、新疆等省区用于杂交粳稻组合的选

配。与此同时，我国于 1972 年从日本引进了 BT 型

粳稻不育系进行杂交粳稻育种研究，“滇型杂交粳稻

研究”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迄今为止，滇 I
型和 BT 型不育系一直是中国培育粳型杂交稻组合

的两个主要细胞质雄性不育体系，但由于粳稻品种

间杂种优势不强，缺少强优势组合，杂交粳稻制种产

量低、种子纯度低等原因，杂交粳稻的发展远远落后

于杂交籼稻。

1　滇型杂交粳稻品种选育成果显著
新品种产量不断提高，解决了杂交粳稻缺少强

优势组合的问题。针对粳稻品种间杂种优势不强的

问题，云南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创新育种思路，大

规模开展种间和亚种间远缘杂交，进行杂交粳稻育

种材料种质创新，丰富了杂交粳稻亲本的遗传多样

性，为提高粳稻杂种优势奠定种质基础，变利用亚种

内杂种优势为充分利用亚种间优势，解决了粳稻品

种间杂种优势不强的问题。此外，科研人员充分利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新成果，利用分子辅助选择等

手段进行恢复系选育，极大地提高了选择效率，新选

育的杂交粳稻组合优势明显、产量高。滇杂 31、滇
杂 32 两个品种于 2002 年被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云南省粮食局评为优质稻品种，

2005 年滇杂 31 每 667m2 平均产量 960kg、滇杂 32
平均产量 944kg。2009 年“滇型杂交粳稻品种选育

与示范推广”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1 年以

3.4　品种更新换代步伐有待加快　总体上看，重庆

市玉米品种更新换代速度慢，一些品种已推广应用

10 年以上，至今还是市场的主打品种。今后应加强

优质高产、绿色高效、特色专用品种自主创新与引进

推广应用。

3.5　在短期内施行机械轻简化栽培不太现实　重庆

市玉米种植普遍以春播一年三熟（小麦或油蔬—玉

米—甘薯）或两熟（马铃薯—玉米）套作为主，这种耕

作制度不利于机械化，加上生产上老百姓喜欢高秆

大穗品种，这类品种种植密度上不去，与现有玉米生

产机械不匹配。因此，重庆市玉米生产要在短期内

施行机械轻简化栽培不太现实。但通过减肥、减药、

少免耕，以减少生产物资和用工投入，实现绿色高效

生产是可行的，也是重庆市玉米生产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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