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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浩育 2号及栽培制种技术
伊江山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摘要：浩育 2 号是山西亿鑫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选育的高产、稳产玉米新品种，同时还具有适应性强、综合抗性好、综

合性状优良、籽粒品质优、商品性好等特点。该品种于 2018 年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甘审玉

20180018。适宜在甘肃省中晚熟水地春玉米类型区种植。通过对浩育 2 号的选育经过、亲本来源、特征特性以及栽培技术、制

种技术的介绍，以利于更好地应用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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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甘肃省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种植面积

最广泛的粮饲兼用作物。玉米新品种的更新更换以

及栽培制种技术的创新发展，促进了玉米产量和品

质的进一步优化提升，在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增加农

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甘肃省玉

米种植面积约 93.33 万 hm2，占全省粮食种植面积的

34% 左右。其中，中晚熟春玉米类型区面积最大，

涵盖了海拔 800~1600m 的大部分区域，主要包括酒

泉、嘉峪关、张掖、武威、金昌、白银、兰州、定西、临

夏、平凉、天水、陇南等地区。浩育 2 号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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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18，适宜在甘肃省中晚熟水地春玉米类

型区种植 [1]。

1　品种选育及亲本来源
1.1　选育经过　浩育 2 号是山西亿鑫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冬季利用自选系鑫选 G6 为

母本、鑫选 3521 为父本组配的杂交种。该品种于

2015-2016 年参加甘肃省中晚熟水地 A 组玉米区域

试验，2017 年参加甘肃省中晚熟水地 A 组玉米生产 
试验。

1.2　母本　鑫 选 G6 是 2003 年 自 交 系 7922 和

兰 137 组建选系基础材料，2003 年冬季选择表现

优良的单株用自交系 7922 回交 1 次，然后采用

连续自交的办法，经过 7 代选育，从中选择出植

株高度适中、农艺性状优良、抗倒抗病的优良穗

行 H07-158。经过配合力测试分析，于 2007 年春

季选育出株高适中、穗位低、农艺性状优良、穗型

好、棒子大、籽粒长且结实饱满、轴细、出籽率高、

品质优良、抗病抗倒的优异自交系 07-199，即鑫 
选 G6。

鑫选 G6 在山西太原春播生育期 125d 左右，

幼苗叶鞘紫色，子叶椭圆型，叶片上挺，叶色深绿，

长势中等。成株高 200~220cm，穗位高 80cm，穗位

以上叶片上挺，株型较紧凑，叶色深绿，单株叶片

数 19~20 片，适应性好，成熟叶秆青绿。果穗筒型，

穗长 16.8cm，穗行数 16 行，行粒数 33~38 粒，穗轴

白色，果穗大小均匀，成穗率高，结实饱满。籽粒黄

色、硬粒型，粒长，品质好，外观亮丽，灌浆速度快，

千粒重 305g。雌雄花基本同期，花丝紫色，雄穗分

枝数 2~3 个，护颖、花药紫色，抽雄后 1~2d 后开始

散粉，花粉量大，散粉性好，雌雄花期协调。抗丝黑

穗病和黄叶病毒病，中抗玉米大斑病、小斑病、茎腐

病和穗腐病，根系发达，抗倒性好。经多年配合力

测试分析，该自交系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均 
较高。

1.3　父本　鑫选 3521 是 2007 年春季以鑫选 G9×
旱 21 为基础材料经过连续 6 代自交选系，于 2010
年冬季选育出株型紧凑、抗倒性强、果穗粗大、籽粒

品质和农艺性状优良、遗传稳定的优良自交系 10-
355，命名为鑫选 3521。

鑫选 3521 在山西太原春播生育期 128d。幼苗

叶鞘紫色，子叶椭圆型，叶缘紫色，叶色绿色，幼苗清

秀长势较强。成株高 175cm，穗位高 55cm，叶片半

上举，叶色绿色，株型半紧凑，成熟青枝绿叶，叶片

功能期长。果穗筒型，穗轴红色，穗长 18cm，穗行数

16~18 行，行粒数 30~33 粒，成穗率高，单株产量较



育繁制种86 2019年第７期

高。籽粒黄色、半马齿，品质好，粒大、较长，千粒重

300g。雌穗花丝绿色，包叶长度适中，雄穗分枝数 
6~7 个，分枝长 10~13cm，花药黄色，花粉量大，抽雄

后主轴就开始散粉，雌雄花期协调，结实好。抗小斑

病、茎腐病和穗腐病，中抗大斑病和丝黑穗病，根系

发达抗倒性强。经配合力测验，该系一般配合力和

特殊配合力都较高。

2　品种特征特性
该品种在张掖生育期 138d，比对照先玉 335 早

2d。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紫色。株型紧

凑，株高 290cm，穗位高 110cm，成株叶片数 20 片。

茎基紫色，花药绿色，颖壳浅紫色。花丝浅紫色，果

穗筒型，穗长 22.5cm，穗行数 16~18 行，行粒数 41
粒，穗轴红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重 42g。平

均 倒 伏（折）率 0.8%。2015 年 12 月 30 日，经 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检测，该品种籽粒

容重 720g/L，含粗蛋白 7.92%，粗脂肪 3.72%，粗淀

粉 73.08%，赖氨酸 0.26%。2015-2016 年经甘肃省

农科院值保所接种鉴定：中抗丝黑穗病（病株率为

6.7%），抗禾谷镰孢茎腐病（病株率为 6.7%）、轮枝

镰孢穗腐病（平均病情级别为 3.5），感大斑病（病级 
7 级）。

3　产量表现
2014 年参加甘肃省玉米品种预备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1004.8kg，比对照先玉 335 增产

11.0%，3 个点均增产，在参试的 49 个品种中位居第

2 位。2015-2016 年参加甘肃省中晚熟水地玉米品

种区域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1003.35kg，比对照

先玉 335 增产 7.07%。2017 年参加了甘肃省中晚

熟水地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954.2kg，比对

照先玉 335 增产 8.9%。

2018 年 2 月 11 日取得审定证书后，浩育 2 号

在新疆春播适应性试验，5 个试验点中表现良好，适

合新疆中晚熟玉米区域种植。平均生育期 123.2d，
与对照 KWS2564 熟期相当；平均产量 1174.2kg，比
对照 KWS2564 增产 5.58%。田间未见纹枯病及青

枯病，未见其他病害。果穗均匀，结实好，籽粒品质

好；植株茎秆坚韧，根系发达，穗位高适中；在适宜的

种植密度下，抗倒伏能力强。同年在宁夏进行同一

生态区引种试验，共设 8 个点，经过测产 8 点次全部

增产，比对照先玉 335 平均增产 4.89%，表现出较高

的产量优势。

4　栽培技术要点 [2]

4.1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

播种为宜。机播时应注意慢速、匀速行驶，确保下籽

均匀。播种时应当保持墒情良好。种植密度通常保

持 3800~4200 株 /667m2。

4.2　肥水管理　适时定苗，及时中耕除草，加强栽

培管理，合理施肥。一般情况下，底肥每 667m2 施复

合肥 50kg、农家肥 2000kg ；在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20~30kg，以增加穗粒数和粒重。如果苗期墒情好，

可以不浇苗期水。在抽雄前 1 周和抽雄后 3 周应当

保证足够水分。

4.3　防治病害　防治丝黑穗病采用三唑类杀菌剂

拌种效果较好，可用 17% 三唑醇（羟锈宁）拌种剂

或 25% 三唑酮（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的

0.3% 拌种后使用。防治大斑病时，可先摘除植株基

部黄叶、病叶，减少再次侵染菌源，增强通风透光度，

然后喷施杀菌剂；可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者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300~500 倍液，在

达到防治指标时开始喷药，以后间隔 1 周喷药 1 次，

连喷 2~3 次，每 hm2 喷药液量 1500L。
4.4　适期收获　该品种在充分成熟时籽粒的百粒

重最大，单位面积的产量最高。

5　制种技术要点 [3]

5.1　科学选地，精细整地　选择隔离安全、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排灌方便的田块种植。制种区四周

隔离距离应达到 300m 以上。前茬作物收获后深

耕 25~30cm，冬前镇压，翌年播前浅耕，做到地面 
平整。

5.2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当地温稳定通过 10℃时

进行播种，一般要求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

的 60%~70%，覆土厚度 4~5cm，墒情较好的情况下

适当浅播。播后镇压土壤，使种子与土壤紧贴，提高

播种质量，确保苗全、苗齐、苗壮。母本鑫选 G6 留

苗密度为 5000~5500 株 /667m2，父本鑫选 3521 留

苗密度为 1000~1100 株 /667m2。

5.3　科学水肥，去杂去劣　施足底肥，氮、磷、钾配

合，根据苗情浇好拔节、抽雄、灌浆水。在苗期、拔节

期和抽雄期前严格去杂去劣。尤其是在大喇叭口前

期追肥浇水时，植株进入快速生长阶段，每 2~2.5d
长出 1 片叶，是去杂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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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确保授粉　父、母本同期播种，行比 1︰5 为宜，

肥力高的田块密度可适当增加。为了延长父本花期，

保证母本雌花果穗充分授粉，可再隔 5~7d 播 2 期

少量父本。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好人工辅助授粉。

5.5　收获管理　适时收获，严格进行穗选、脱粒、

分晒、分脱、分存，严防机械及人为混杂，确保种子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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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低油菜品种荆双 69 及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
龚德平

（湖北省荆州市农业科学院，荆州 434000）

摘要：荆双 69 是荆州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双低常规油菜新品种，具有丰产、稳产性好，粗脂肪含量高，抗逆性强，适应机械化

收获等优点。经近年的推广应用，从播种前准备、适期适量播种、大田管理、收获贮藏等方面总结了适应该品种的轻简化高产

栽培技术。

关键词：油菜；荆双 69；特征特性；轻简化；栽培技术

油菜是我国最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我国最大

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1]。在油菜育种和品种改良中，利用常规育

种技术改良油菜作物品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2]。目

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冬闲田面积扩大，为充分

利用当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的光温资源，迫切需要选

育新的油菜品种和推广相应的轻简化生产技术，使

油菜种植由精耕细作型向粗放高效型转变，以提高

农民生产效益。荆州市农业科学院从中双 10 号变

异株经系谱法选育的双低常规油菜新品种荆双 69，
具有丰产、稳产性好，粗脂肪含量高，抗逆性强，适应

机械化收获等优点，于 2015 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鄂审油 2015008，适于

湖北省二熟和三熟制地区种植。经过近 5 年的示范

与推广，根据其品种特征特性，总结出了相应的轻简

化高产栽培技术，以利于该品种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生物学特性　该品种属甘蓝型油菜常规品种，

半冬性。幼苗习性为半直立，叶片较大，叶色中等绿

色，有缺裂叶 2~3 对，蜡粉中等，顶叶较小，茎秆呈

微紫色，花瓣侧叠、浅黄色，种子黑褐色、近圆形 [3]。

1.2　经济性状　全生育期一般在 220d 左右，成熟

期与对照中油杂 2 号相近。大田生产中株高 160cm
左右，分枝数 5~7 个，单株角果数 200 个左右，每角

粒数 18~20 粒，千粒重 3.6~3.8g。
1.3　抗逆性　2011-2012 年经湖北省油菜区域试验

鉴定，荆双 69 菌核病发病率 6.49%，病情指数 3.85；
病毒病发病率 0，病情指数 0，病害发生情况轻于其

他品种；抗倒性较强，抗寒性较好。大田表现抗倒性

好，病害轻，适应机械化收获。

1.4　品质性状　2011-2012 年连续 2 年经农业部

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荆双 69 芥

酸含量为 0.1%，硫苷含量为 24.62μmol/g 饼，粗脂肪

含量 46.63%，品质达到“双低”标准，粗脂肪含量明

显高于对照品种。示范推广以来，表现出油率高，深

受油脂加工企业青睐。

1.5　主要优缺点　荆双 69 主要优点是品质达到双

低标准，粗脂肪含量较高，丰产、稳产性较好，综合抗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CARS-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