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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杂交品种农华 221 的选育及应用
王　石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

摘要：农华 221 是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选系 11A341 为母本、自选系 NS0921 为父本杂交组配而成的

普通玉米新品种，于 2019 年 3 月通过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190035）。该品

种具有优质、高产、矮秆、抗倒、脱水快、出籽率高等优点。对该品种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特征特性进行阐述，同时对农华 221

的制种及高产栽培进行研究，以期为品种的科学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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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作为全球第一大作物，我国第一大粮食作

物，在畜牧业、工业基础原料以及新能源开发利用上

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2]。玉米是杂种优势利用

最早且最有成效的作物，也是杂种优势类群与杂种

优势模式划分及利用最深入的作物 [3-4]。经过育种

者的多年努力，高产玉米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是优质目标还相差甚远。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剧，

高产玉米品种过于单一，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当下迫

切需要优质的玉米品种。近几年黄淮海极端气候

频现，气候坏境不断恶化，对品种的抗逆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黄淮海南部区域品种需求有显著的

变化，从晚熟、稀植向矮秆、早熟、密植品种转化，即

“矮、早、密”品种。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 [5]，经过多年的努力，选育出符

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高产、适度耐密玉米新品种农华

221，于 2019 年通过黄淮海夏玉米区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190035）。

1　品种来源及选育经过
1.1　杂交选育　农华 221 是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选系 11A341 为母本、自选系

NS0921 为父本，于 2013 年冬组配杂交种，2014-
2016 年公司多点品比试验，在多点鉴定中，株型紧

凑，株高穗位矮，在高密度胁迫下，抗倒伏表现尤

其突出。2016-2017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区域试验，

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2019 年 3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为农华 221，准予推广。

该品种具有优质、高产、矮秆、抗倒、脱水快、出籽率

高等优点。

1.2　母本的来源及特点　母本 11A341 于 2007 年

秋在海南三亚以 7P1509 为母本、以外引自交系 M54
为父本杂交后选优良单株连续套袋自交 6 代育成。

其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株型紧凑，株高 246cm，

穗位高 81cm，雄穗分枝 0~3 个，全株 19 片叶，花药

绿色，花丝紫色，果穗锥型，穗长 15cm、穗粗 4.5cm，

穗行数 16~18 行，籽粒黄色、马齿型，穗轴粉色，百

粒重 30g，出籽率 85%。

1.3　父本的来源及特点　父本 NS0921 选自于（齐

319×H21），2011 年冬组配基础材料，2012 年利用

单倍体诱导技术选育而成。其幼苗叶鞘紫红色，

叶色浓绿，株型半紧凑，株高 192cm，穗位高 46cm，

雄穗一级分枝数 5~7 个，花药绿色，雄穗主轴较粗

并下披，花丝浅紫色，果穗筒型，穗长 15.3cm、穗粗

4.2cm，穗行数 16~18 行，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

重 25g，穗轴红色。

2　特征特性
2.1　植物学特征　黄淮海夏播区出苗至成熟 102d，
比对照郑单 958 早熟 1d。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

色，叶缘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株型紧凑，株高

245.5cm，穗位高 85.5cm，成株叶片数 19 片。果穗

筒型，穗长 17.0cm，穗行数 14~18 行，穗粗 5.0cm，穗

轴红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重 33.2g，出籽率

89%~91%。

2.2　品质分析　2017 年 12 月，经农业部谷物品质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该品种籽粒容重 748g/L，粗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

（2017YFD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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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含量 10.69%，粗脂肪含量 4.07%，粗淀粉含量

71.81%，赖氨酸含量 0.33%，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 
标准。

3　产量表现
3.1　气候特点　2016 年玉米生长期间，黄淮海地区

总体气候基本适宜玉米生长发育，但局部试点遭遇

大风。2017 年玉米生长期间，黄淮海地区气候总体

对玉米生长胁迫较大，降雨量、日照、积温等环境因

素总量上与往年差异不大，但是在时间、空间上分布

极不均匀。苗期降雨较多，导致部分试点播期推迟；

中期黄淮海大部分地区长时间高温干旱，对热害敏

感的部分品种造成较大影响，空秆、畸形穗较多；后

期黄淮海南部、陕西、山西地区，连续降雨天气较多，

影响收获时间及晾晒，导致收获晾晒推迟。风、干旱、

高温热害、阴雨寡照等极端天气对试验顺利开展具

有一定影响。

3.2　区域试验及抗性表现　2016 年京科联合体黄

淮海玉米组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

江苏、陕西和山西 9 个省（直辖市）进行区域试验，

有效试验点 43 个。在区试试验中农华 221 平均产

669.6kg/667m2，比对照增产 5.3%，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居第 7 位，参试的 43 个试点中有 34 个点增产，

增产点比例 79.1%。幼苗紫色，成株株型紧凑，植株

较低，株高 246cm，穗位高 85cm，全株叶片数 19 片。

雄穗分枝多且枝长，花药绿色，花丝浅紫。果穗筒型，

与茎秆夹角中等，穗长 17.3cm，比郑单 958 果穗大，

有穗柄，苞叶长，穗行数 14~16 行，无秃尖。穗轴红

色，黄粒马齿型，百粒重 33.2g。生育期 100d，比郑

单 958 早熟 1d，抗倒性较好，平均倒伏率 0.4%，平

均倒折率 0.3%。田间抗病性较好，抗黑粉病、褐斑

病、南方锈病、穗腐病，中抗大斑病、弯孢菌叶斑病、

茎腐病。经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抗病

鉴定，中抗小斑病、瘤黑粉病、穗腐病，高抗茎腐病。

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抗病鉴定，中抗

瘤黑粉病，高抗茎腐病，感小斑病、穗腐病。

2017 年京科联合体黄淮海玉米组在河北、河

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湖北和山西 8 个省进行

区域试验，有效试验点共 36 个。在区试试验中农华

221 平均产量 638.0kg/667m2，比对照增产 3.2%，达

极显著水平，居第 6 位，汇总的 36 个试点中有 24 点

增产，增产点比例 66.7%。幼苗紫色，成株株型半紧

凑，植株较矮，株高 245cm，穗位高 86cm，全株叶片

数 18 片。雄穗分枝少且枝长，花药绿色，花丝绿色。

果穗筒型，与茎秆夹角小，穗长 16.6cm，有穗柄，苞

叶较长，穗行数 15.4 行，秃尖长 0.7cm。穗轴红色，

黄粒半马齿型，百粒重 33.1g。生育期平均 103.7d，
比对照早 0.8d，抗倒性较好，平均倒伏率 0.8%，平均

倒折率 0.2%。田间抗病性较好，抗穗腐病、黑粉病，

中抗大斑病、小斑病、弯孢叶斑病、褐斑病、南方锈

病、茎腐病。经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抗病鉴定：中抗小斑病、茎腐病，感穗腐病；经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抗病鉴定：高抗茎腐病，中

抗穗腐病，感小斑病。

3.3　生产试验　2017 年京科联合体黄淮海玉米组

生产试验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湖

北、陕西等地进行，有效试验点共计 41 个，平均产量

635.3kg/667m2，比对照增产 4.3%，其中 31 点增产，

10 点减产，增产点次比例为 75.6%。该品种抗倒性

较好，平均倒伏率 0.6%，平均倒折率 0.1%，田间平

均空秆率 1.3%。

4　推广区域
经过多年多点的试验及生态定位，农华 221 适

宜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

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

市，山西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

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夏播倒伏胁迫较重的区

域种植。

5　栽培技术要点
播种前晾晒种子 2~3d，以增强种子活性，提高

种子发芽势，使种子早出苗。黄淮海地区夏玉米播

种持续的时间较长，一般在 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

应结合降水情况、小麦收获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播

种时间 [6]。重视播种质量，要力争做到播深一致，落

粒、覆土均匀一致。根据农华 221 品种特性、不同区

域的种植水平和土壤肥力、生产条件，留苗密度可

在 3800~4200 株 /667m2 之间调整。肥水正常管理。

农华 221 抗倒能力强，后期天气晴朗，可以适度晚

收，以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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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新品种宁麦 26 及其高产栽培技术
高剑波 1　陈书健 1　许美刚 1　崔巍娜 1　闵信荣 2

（1 江苏省宝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宝应 225800；2 宝应县小官庄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宝应 225800）

摘要：2 年示范种植结果表明宁麦 26 具有高产稳产、综合抗病性强、品质较优、适应性广等突出优点。该品种分蘖性强、

成穗数高，在足穗的基础上主攻穗粒数，稳定和提高千粒重，同时加强防倒抗逆栽培、适期适量播种和合理肥水运筹等措施以

达到高产栽培。

关键词：小麦；宁麦 26；种植表现；高产栽培技术

宁麦 26 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与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用品种

宁 9531/ 宁麦 9 号选育而成的春性中熟小麦品种，

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通过江苏省和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苏审麦 20160004、国审麦

20170005），适宜长江中下游冬麦区的江苏淮南地

区、安徽淮南地区，上海、浙江、湖北中南部地区，河

南信阳地区种植。江苏省宝应县自 2017 年秋播起

引进该品种，以当地主推品种扬辐麦 4 号为对照，连

续 2 年组织多点试验和生产应用示范，该品种表现

出高产、稳产、抗病、优质、高效等突出优点，具有良

好的生产应用价值。

1　特征特性
1.1　植株性状　幼苗直立，繁茂性较好，分蘖力强。

株型较紧凑，穗层较整齐。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红

粒，籽粒半硬质。根据对小官庄镇试点 2 年的考察，

宁麦 26 平均株高 75.9cm，较当地主推品种扬辐麦 4
号矮 6.5cm。穗型不及对照，平均穗长 7.6cm，较对

照短 0.8cm ；总小穗数平均 17.07 排，较对照少 3.05
排，但小穗退化少，在成穗数偏高的情况下，小穗退

化率 12.13%，较对照低 4.54 个百分点。

1.2　生育期　宁麦 26 熟期适宜，适合当地稻麦两熟

种植。2017-2019 年度宝应县小官庄镇试点的播期分

别在 11 月 2 日、11 月 3 日，成熟期分别为次年 6 月

2 日和 6 月 6 日；稻麦原种场试点的播期分别在 11 月

16 日、11 月 30 日，成熟期分别为次年 6 月 4 日和 6
月 6 日。全生育期平均 203.8d，比对照扬辐麦 4 号早

熟 1d。生产应用调查结果显示，宁麦 26 从 10 月下旬

至 12 月上中旬播种均能在次年 6 月上旬正常成熟。

1.3　抗性　经江苏省农科院植保所 3 年接种鉴定：

中抗赤霉病（严重度 1.47~1.75），中感纹枯病，感白

粉病，高抗小麦黄花叶病毒病。在近 2 年各试点及

大面积生产上，宁麦 26 在正常防治的情况下，2019
年夏熟未见赤霉病发生，2018 年夏熟 2 点平均病

穗率 1.9%，病情指数 0.19；白粉病和纹枯病表现为

轻度发生或未见发生；小麦黄花叶病毒病未见发

生。宁麦 26 抗倒性表现一般，2019 年夏熟小官庄

试点，在穗数高达 642.6 万 /hm2 的情况下，出现了

30%~35% 的倒伏，其他各点未出现明显倒伏。

1.4　品质　2018-2019 年连续 2 年对小官庄镇试

点小麦取样送检，容重分别为 790g/L 和 815g/L，均
位居当年参试（展示）品种首位；平均容重 802.5g/L， 
较对照品种高 18g/L。蛋白质含量 15.4%，湿面筋

含量 32.6%，吸水率 62.2%，稳定时间 4.6min，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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