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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品种掖丰 203 在陕西渭北栽培技术
张晓利　姚淑婷

（陕西省淳化县种子管理站，淳化 711200）

玉米是陕西省渭北地区种植面积较大、单产和

总产最高的农作物，在陕西渭北粮食生产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渭北地区地形复杂，小气候多而杂，

渭北旱腰带玉米种植区气候特点是高温而少雨，适

宜稀植大棒型较耐旱的玉米品种，不适宜高密紧凑

型玉米品种；海拔 1000m 以上开阔塬面种植区气候

特点是大部分年份雨水适宜，个别年份较干旱，适宜

种植中晚熟高密紧凑型玉米品种；山区沟壑种植区

气候特点是微凉而多雨，其阳面地适宜种植中早熟

高密紧凑型玉米品种，而阴面地适宜种植生育期较

短的玉米品种。

由于近几年玉米品种多而杂，在生态区域较多

的情况下，引导农民群众因地制宜选购玉米品种，并

提供配套的良种良法栽培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掖

丰 203 是近几年表现突出、增产潜力较大的玉米品

种之一，是由张掖市福地种业公司和张掖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以 HF696 为母本、HF8165 为父本杂交选

育而成的多抗、优质、高产玉米品种，2016 年通过甘

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甘审

玉 20170001，2017 年经西安鑫丰农业科技公司引种

登记，引种编号：陕引玉 2017136。在陕西渭北该品

种最佳种植区域在海拔 1000m 以上开阔塬面种植

区，其次在山区沟壑种植区的阳面地，不宜在海拔

1000m 以下渭北旱腰带种植区种植。由于该品种感

大斑病和丝黑穗病，在玉米大斑病和丝黑穗病高发

区谨慎种植，特别是通风不良的低洼地禁止使用该

品种。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该品种在陕西省渭北最佳播种期

为 4 月 20-25 日，苗势强，出苗至成熟生育期 142d，
比先玉 335 长 2d，需≥ 10℃有效积温 2600℃，属中

熟玉米杂交种。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总叶片数

21 片，株型紧凑，株高 290 cm，穗位高 105cm，植株

基部节间短，次生根发达，雄穗一级分枝数 3~5 个，

花丝浅紫色，花药紫色，果穗筒型，穗轴红色，穗长

19.8cm、穗粗 5.1cm，轴粗 2.8cm，穗行数 16~18 行，

行粒数 39 粒，出籽率 88.6%，籽粒黄色、马齿型，百

粒重 38.5g，容重 790g/L。
1.2　品质　2016 年经甘肃省农科院畜草与绿

色农业研究所检验测试分析：容重 791g/L，粗蛋

白 10.33%，粗脂肪 3.53%，粗淀粉 74.38%，赖氨酸

0.31%。

1.3　抗病性　2015-2016 年经甘肃省农科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接种鉴定：抗穗腐病、茎腐病，中感矮花

叶病毒病，感大斑病、丝黑穗病。

2　产量表现
该品种在甘肃省 2015-2016 年 2 年区域试验

旱地组每 hm² 平均产量为 11407.5kg，分别较对照

沈单 16 号增产 8.9% 和 7.7% ；2016 年甘肃省生

产试验旱地组平均产量为 11239.5kg，比对照先玉

335 增产 7.4%。2017 年陕西省同生态区域引种试

验，在大灾年的情况下，5 个点每 hm² 平均产量为

9807.6kg，比对照先玉 335 增产 6.5% ；2018 年在陕

西省淳化县种子管理站玉米新品种示范田，平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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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14997kg，比当地对照品种先玉 335 增产 5.8%。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种子处理　播种前选晴天，将玉米种子拆开进

行晾晒 1d，以增加酶的活性，提高种子活力，并把种子

中的烂粒、杂质、过小粒挑选剔除，有利于一播全苗 [1]。

3.2　科学施肥，精细整地覆膜　播种前 5~10d 根

据土壤墒情及时进行施肥、整地、覆膜，以便于保住

有限的墒情，提高地温，利于一播全苗。底肥要求

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在施足有机肥的基础上 
每 hm² 施硝酸磷肥 600~900kg[2]。整地要求平整，

上虚下实，无大的柴草、土块，以利覆膜及播种。覆

膜不管是人工还是机械均要求做到平整，两边压实，

每隔 5m 左右压 1 个防风带，以防大风破坏跑墒影

响播种质量。

3.3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在 4 月地温稳定在 12℃
左右且墒情良好的情况下即可播种。在陕西渭北地

区最佳播种期为 4 月 20-25 日，该品种发芽势较强，

提前整地覆膜的可根据天气情况提前到 4 月 15 日

左右；种植密度以 6.00 万 ~6.75 万株 /hm² 为宜，等

行距种植，行距 55cm，株距 27~30cm ；土壤墒情好

播种深度以 2~3cm 为宜，土壤墒情较差播种深度以

3~5cm 为宜 [3]。

3.4　间苗定苗，及时除草　由于现在绝大部分都是

单粒播种，因此可在玉米生长 3~5 叶期间、定苗同

时进行。在人工不足时提倡使用苗后除草剂，不提

倡使用苗前除草剂，这样在有效消除杂草危害的同

时可以减少药剂残留，保护环境。使用剂量可根据

当时温度、湿度在农药销售人员指导下合理使用，严

禁超标使用，作业时应压低喷头，沿玉米行依次进行

喷防，防止药液溅到玉米心叶造成药害 [3]。

3.5　科学追肥　在陕西渭北地区追肥最佳时期有

2 个，一是玉米拔节期；二是玉米大喇叭口期。在渭

北地区玉米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干旱少雨，因

此追肥要根据土壤墒情科学追肥，原则是“拔节期有

墒抓紧追，大喇叭口期墒欠不强追”。一般使用追肥

器进行追肥，有条件的可带水追肥，每 hm² 追施尿素

150~225kg。若在墒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追肥，

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严重的还会造成减产。

3.6　病虫害防治　在陕西渭北地区，玉米病害发生

与否和当年气温、降水量息息相关，无固定病害，以

预防为主，主要防治虫害。主要虫害有地老虎、金

针虫、红蜘蛛、蓟马、玉米螟等。地老虎、金针虫的

防治需结合整地每 hm² 用 5% 氯氰菊酯乳油 2kg 兑

水 500kg 喷雾进行土壤处理；红蜘蛛、蓟马在发生期

可用 1.8% 阿维菌素 4000 倍液喷雾防治；玉米螟在

大喇叭口期每 hm² 用 5% 甲维盐 1.5kg 拌 70~80kg
细河沙撒施心叶进行防治，或用 0.3% 苦参碱水剂

2000 倍液喷雾防治。

3.7　适时收获　该品种在苞叶变黄、乳线消失、黑

层出现时即可收获。如果用机械收获，可根据天气

情况适当延迟收获期以提高收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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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和利用工作成绩显著

[ 本刊讯 ] 从 3 月 21-22 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 2019 年工作会议”上

得知，2018 年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绩：一是资源保存总量突破 50 万份。新收

集各类资源 9704 份，入国家库圃资源 10485 份，长期保

存资源总量达 502307 份（其中国家长期库 435550 份，

43 个种质圃 66757 份）。二是鉴定评价富有成效。完成

23092 份种质的基本农艺性状鉴定，并评价筛选出 781
份特性突出的优异种质，为作物育种和农业科技原始创

新提供了新的基础材料。三是资源得到妥善保存。完

成库圃种质资源活力监测 12640 份，及时更新复壮活力

低、长势弱、病害严重的种质 10022 份，确保了国家库圃

资源的安全保存，为分发利用提供了有效保障。四是资

源有效利用成效显著。通过在线公布优异种质目录、田

间展示及定点定向服务等方式，向种业创新、基础研究

等提供种质资源 36792 份，支撑或服务于各类科技计划

项目 / 课题 / 产业技术体系 402 个、育成品种 85 个、国

家奖 2 项、省部级奖 12 项、重要论文 355 篇、著作 23 部，

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起

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