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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适机收玉米新品种吉东 823 的选育
李成军　刘　伟　勾千冬　丛方志
（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辽源 136200）

摘要：吉东 823 是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以 LK69 为母本、L101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抗茎腐病、

抗倒伏、丰产性好、熟期早，既适合机械收获果穗，也可籽粒直收，是适合机械收获的新品种，适宜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及其

他相同生态区种植推广。介绍了吉东 823 育种目标、品种来源、选育经过、产量表现、品种特征特性和适宜种植区域，总结了满

足机械化收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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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粮食、经济和饲料作物，也是未来重要

的能源作物 [1]。玉米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市场上主推品种随着生产

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耕作模式的变化在不断变

化，从稀植大穗型的农大 108、中单 2 到耐密植的郑

单 958 及其改良品种，再到脱水快的先玉 335 及其

衍生品种，都是随着玉米机械化生产水平而发展的。

目前，东北地区玉米从播种到田间、从管理到收获大

部分地区都能实现机械化；从各个环节看，玉米收获

机械化水平低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国内

玉米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影响了我国

农业机械化的整体水平 [2]。东北地处我国黄金玉米

带，是我国重要的玉米主产区，适合玉米生长，大力

发展玉米生产，提高玉米产量，能促进国民经济发

展，也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3]。近年来，

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越来越多，土地集约

化规模不断加大。农村土地向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

和种粮大户集中，他们的机械化水平较高，从播种、

田间管理、收获等都实行机械化。对玉米生产来说，

新型经营主体对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玉米新品种需求

较强烈，尤其是对早熟、抗倒伏、适机收玉米新品种

的需求。

为加快适宜机收玉米品种的选育，吉林省吉东

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课题组，广泛搜集适合育种

目标的玉米种质资源，加强与吉林省农科院和地区

农科院进行项目合作，通过多年多点筛选、不同地点

鉴定试验，聚合优良基因，选育出了早熟、米质优良、

适应性广、抗病强、脱水快、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

吉东 823，于 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180028。

1　选育目标
玉米品种随着生产发展在不断更新换代，育

种目标也在不断变化，所以选育目标要根据生产发

展和实际需要进行改变，东北地区玉米品种要求

高产、早熟、脱水快、适机收，这就成为我们的选育 
方向。

1.1　早熟　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要求生育期相

对短、脱水快，在产量上要求密植增产，收获水分必

须在 25% 以下，落粒少，破碎率低。同时，通过机械

化收获，减少劳力，省时省工，为农民带来效益。

1.2　高产　首先高产是个永恒的目标，忽略产量性

状势必出现一批无法推广的品种。随着玉米生产的

发展，产量一直是在逐年提高的，这和玉米栽培技术

水平提高有关，和育种家逐年选育高产品种也直接

相关。

1.3　抗逆　在高产的基础上，东北地区更加注重稳

产性，只有稳产才能保证品种有产量可言，这就要求

玉米品种抗逆性要好，包括抗大斑病、灰斑病等叶部

病害，抗虫害等，才能达到多年多点的稳产性。抗倒

伏也是重要的指标，抗倒伏的品种才能完全实现机

械化收获。要求根系发达，株高和穗位高适中，茎秆

坚韧。

1.4　种质资源　项目单位搜集和引进美国、加拿

大、欧洲和国内早熟种质，进行综合农艺性状评价，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D010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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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抗大斑病、青枯病，密植的种质资源。通过杂

交方法，采取高密度、不同地点筛选优良自交系。同

时采取国外 × 国内的杂优模式，保留欧洲和美洲玉

米材料的耐密植、早熟、抗倒伏、脱水快等优点，同时

以国内资源为核心，保留国内资源的广适性，培育早

熟、抗倒、优质的玉米自交系，进而选育出早熟、适机

收玉米新品种。

1.5　选育方法　以优质、适机收、耐密植为育种方

向。采用高密度选系方法，增加选择压力，筛选出在

密植条件下表现优良的植株和果穗。通过南繁北育，

不同生态条件下多点鉴定，提高广适性。把多个基

因抗性结合在一起，选育优质、适机收、抗多种病害、

高产的玉米新品种。  

2　品种来源及选育经过
2.1　母本　LK69 以 KX× 美国杂交种为基础材料，

经过 6 代自交选育而成。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

植株紧凑。株高 278cm，穗位高 98cm。成株叶片数

19片，雄穗分枝数2~3个，花药、花丝紫色。果穗筒型，

穗长 16cm，穗粗 4.6cm，穗行数 16 行，单穗重 143g，
穗轴白色。籽粒黄色、偏硬粒型，百粒重 34g。
2.2　父本　L101 以 S37× 丹 9046 为基础材料连

续自交 6 年选育而成。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植

株半紧凑。株高 221cm，穗位高 76cm。成株叶片数

17 片，雄穗分枝数 5~8 个，花药紫色，花丝粉色。果

穗筒型，穗长 13.8cm，穗粗 4.4cm，穗行数 16 行，单

穗粒重 113g，穗轴粉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

重 23g。
2.3　选育经过　2010 年以自选系 LK69 为母本、自

选系 L101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2011 年参加单

位初级鉴定试验，2012 年参加单位品种比较试验，

2013-2015 年参加单位网点试验。2016-2017 年参

加国家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区域试验，2017 年参

加国家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生产试验。2018 年

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3　产量表现
2016-2017 年参加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区域

试验，2 年每 hm2 平均产量 12549kg，比对照吉单 27
增产 9.5%。2017 年参加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生

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11418kg，比对照吉单 27 增

产 10.4%。2018 年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区推广，

每 hm2 平均产量 11625kg，比对照吉单 27 增产 9.8%。

4　品种特征特性
4.1　生物学特性　生育期 127d，与对照品种吉单

27 相当。幼苗叶鞘、花药、颖壳紫色。株型紧凑，株

高 309.5cm，穗位高 116cm，成株叶片数 19~20 片。

果穗筒型，穗轴红色，穗长 20.1cm，穗行数 16~20 行，

穗粗 5.2cm。籽粒黄色、马齿型，百粒重 37.0g。
4.2　抗病性　2016-2017 年经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 2 年 4 点人工接种鉴定，感大斑病、丝黑穗病、

灰斑病、穗腐病，抗茎腐病。

4.3　品质分析　2017 年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北京）监测：籽粒容重 787g/L，粗
蛋白含量 10.71%，粗脂肪含量 3.65%，粗淀粉含量

76.05%，赖氨酸含量 0.29%。

5　适宜种植区域
该品种适宜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区种植，包

括黑龙江省的第二积温带，吉林省延边州、白山市部

分地区，通化市、吉林市东部，内蒙古中东部的呼伦

贝尔市、扎兰屯市南部，兴安盟中北部、通辽市扎鲁

特旗中部、赤峰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前山、呼和浩

特市北部、包头市北部早熟区种植。

6　栽培技术
6.1　整地　采用秋整地或春整地。秋整地在秋季

上茬作物收获后秋季进行翻耕整地，春季整地在春

季播种前进行翻耕整地。整地后要求田间平整、土

壤疏松，出苗才能达到苗全、苗齐、苗壮。有条件地

区可以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行施肥。 
6.2　播种　播种前应精选种子，对种子进行包衣处

理。北方一般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播种，播种深度

依土壤质地和墒情而定，一般为 3~5cm。干旱区可

采用免耕播种，一般每 hm2 保苗 6.0 万株。机械播

种采取镇压，以利于出苗一致。

6.3　田间管理　田间除草采取苗前封闭除草与苗后

喷施，科学使用除草剂。注意防治玉米螟和叶斑病。

合理施肥，及时追肥，根据玉米需肥规律，在拔节期

和大喇叭口期追施肥料。在玉米 9~11 片叶时，喷施

矮壮素，可壮秆、降低穗位高、增加抗倒伏能力。

6.4　及时收获　适时晚收，晚收玉米成熟度好，籽

粒饱满，进而提高玉米品质。

7　小结
近年来，东北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食产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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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大槐 99
李瑞祥 1　贾成进 2　李新堂 1　范宏宇 1

（1 洪洞县种子管理站，山西临汾 041600；2 山西大槐种业有限公司，临汾 041600）

摘要：大槐 99 是以自交系 DH9 为母本、自交系 DH90 为父本杂交组配而成的玉米杂交种，具有抗旱、抗倒、高产等特点。

2019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适宜在山西春播中晚熟玉米区、山西南部复播玉米区种植。

关键词：玉米；大槐 99；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

玉米是山西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

大，用途广泛。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及应用，促进了玉

米的产量及品质提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强了农

业的效益，保障了粮食安全。大槐 99 是由山西省农

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与山西大槐种业有限公司共同

选育的抗旱、抗倒、高产玉米新品种。2019 年通过

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晋审

玉 20190065。适宜在山西省春播中晚熟玉米区、南

部复播玉米区种植。

1　品种选育及亲本来源
大槐 99 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与

山西大槐种业有限公司以 DH9×DH90 为亲本组

合，于 2012 年组配而成的抗旱、抗倒、高产玉米杂

交种。母本 DH9 是以美国杂交种 ×B73 为基础材

料，先自交 1 代后回交 B73，又经 6 代优选自交选育

而成；父本 DH90 是以 DH06×950411 为基础材料，

先自交 1 代后回交 DH06，再优选自交 1 代后回交

DH06，又经 4 代优选自交选育而成。2013 年大槐

99 参加大槐种业有限公司的鉴定试验，2014-2015
年参加山西省中晚熟区多点品比试验，2016-2017
年参加山西省春播中晚熟玉米区区域试验，2017-
2018 年参加山西省南部玉米复播区区域试验。

2019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　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该品种生育期春播 126d、复播

108d，幼苗第一叶叶鞘紫色，叶尖端圆形，叶缘紫色。

株型紧凑，总叶片数 19~21 片，株高春播 301cm、复

播 247.5cm，穗位高春播 112cm、复播 92cm，雄穗主

轴与分枝角度中到大，侧枝姿态直，一级分枝数 2
个，最高位侧枝以上的主轴长 34.96cm，花药黄色，

颖壳浅绿色，花丝浅紫色。果穗锥到筒型，穗轴红色，

穗长 19.2~21cm，穗行数 16~18 行，行粒数 41 粒，籽

粒橙黄色、近楔型，籽粒顶端橙黄色，百粒重 42.5g，
出籽率 85.6%。

2.2　抗性鉴定　2016 年、2017 年经山西农业大学

抗病性接种鉴定综合结果：感丝黑穗病、茎腐病、矮

较大，春旱严重，导致出苗不齐。市场上缺乏抗病、

抗倒、适宜机收的玉米品种。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

转变，我国机械化水平不断上升。玉米生产中，播种、

整地、除草、杀虫等田间管理实现机械化比较容易，

收获机械化存在困难。需要品种具备抗倒伏、脱水

快、穗位整齐等要求，玉米不仅要适合机械化播种，

还要适合机械化收获 [4]。吉东 823 熟期早、脱水快、

穗位整齐一致、抗倒伏，在东北大面积收获时，籽粒

破损率低，满足机械化收获的要求，适合机械收获果

穗，也可以籽粒直收，为新型的玉米生产经营主体提

供了新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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