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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云苌 46 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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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苌 46 是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选育而成的玉米新品种，父本为外引系 Y9614，母本为自育系内自 0722，2023

年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川审玉 20232003。云苌 46 在四川省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表现突出，

产量均优于对照成单 30；在四川省平丘地区经过多年、多点春播种植试验，表现出高产、优质、抗倒伏、脱水快、广适等众多优良

特性，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详细阐述了云苌 46 的选育过程、综合特性、产量情况及其配套的栽培技术要点，旨在为新玉米品

种的普及与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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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Zea mays L.）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产

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 [1-2]，不仅是畜禽饲料的主

要来源，还在食品、化工等众多重要领域发挥着关

键作用，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作 
物 [3-4]。近年来，四川省在玉米栽培技术方面不断更

新换代，机械化作业水平也在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

持续降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推动了当地玉米单位

面积产量的逐年提升 [5]。然而，四川省玉米产量却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四川丘陵山区较多、地形复

杂、土壤和环境条件多样化以及适宜机械收获的品

种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6]。因此，加强玉米种质

资源的创新，选育适宜四川丘陵地区种植的高产、优

质、抗倒伏、宜机收玉米新品种，对提高当地玉米生

产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云苌 46 是由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

杂交玉米新品种，其母本为自育自交系内自 0722，
父本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育成的自交系

Y9614。该品种品质优良、田间抗倒伏能力强、产量

高，适宜在四川平丘地区种植，具有较大的推广应用

价值。

1　亲本来源及品种选育过程
1.1　母本内自 0722　2008 年 6 月在四川内江以

苏 37 为母本、墨黄 9 为父本构建选系基础材料；11
月以（苏 37、苏 11、苏湾 1611 及 F06）的混粉为（苏

37× 墨黄 9）授粉，构建选系基础群体。2009 年 8
月从该选系基础群体中选 50 优株进行混粉混脱；

12 月从混合植株中选 100 优株自交单脱形成 S1。

2010-2014年在四川内江和云南元江连续自交 9次，

最终育成抗病性好、一般配合力高的新自交系内自

0722。该自交系在内江春播时第 1 叶匙形并伴有紫

色叶鞘，全生育期平均118.0d，20片叶；株型半紧凑，

株高和穗位高分别为 208cm 和 94cm；雄穗主轴长

度中等，有 5~9 个较长分枝，颖花外壳绿色，内部花

药黄色；果穗筒形并带有红色花丝，穗长 13~16cm，

穗行数 14~16 行；穗轴白色，籽粒黄色、半硬粒型，适

宜作母本。

1.2　父本 Y9614　（美杂 9614）S3 是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自育的玉米群体，拥有丰富的优良性状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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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更新现有育种资源。2001 年四川省农业科

学院作物研究所育种专家引进（美杂 9614）S3 在成

都玉米试验地进行种植，并从中选择了性状表现好

的植株进行自交提纯。后连续自交 6 代，经配合力

测定和抗病性鉴定后育成优良自交系 Y9614。该自

交系在成都春播时苗期长势旺盛，植株叶片绿色，生

育期适宜，花粉量大，产量较高，籽粒色泽好，一般配

合力高，适宜作父本 [7]。 
1.3　云苌 46 的选育过程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海南以自育自交系内自 0722 作母本、外引自

交系 Y9614 作父本杂交组配成玉米新组合。该组

合于 2018 年 3-8 月在四川内江参加自主设计的新

组合筛选试验，整个生育期内表现出病害少、倒伏率

低、产量高等优良特性；冬季在海南复配，种子收获

后于 2019 年参加四川春播组合多点试验，田间表

现出抗性高、产量稳定、适应性强等特点，综合指标

均显著高于其他新组合。2020-2021 年参加四川鑫

万发玉米联合体四川平丘组区域试验；2022 年参加

四川省玉米平丘春播组生产试验。2023 年通过四

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川审玉

20232003，定名为云苌 46。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征　云苌 46 植株半紧凑，带有稀疏

的浓绿色叶片，雄穗较集中，分枝与主轴间夹角小，

花药和花丝均为浅紫色；果穗长筒形，穗轴白色，籽

粒黄色、偏马齿型。2020-2021 年 2 年区域试验平

均生育期 117d，株高 306.2cm，穗位高 122.7cm，穗

长 20.2cm，穗行数 16.5 行，行粒数 39.0 粒，百粒重

34.4g，出籽率 83.7%。

2.2　抗性鉴定　 在 2020-2021 年连续 2 年区域试

验中，云苌 46 倒伏倒折率分别为 2.3% 和 1.3%，平

均仅为 1.8%。2022 年生产试验中，田间倒伏倒折

率仅为 2.5%，表现出较高的抗倒特性。2021-2022
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对云苌 46 进

行人工接种各类病菌鉴定，2 年综合结果表明，该品

种抗小斑病，中抗大斑病、穗腐病和灰斑病，感纹枯

病，高感茎腐病。

云苌 46 前期长势中上，成熟期保绿性好，具有

较高的抗倒性，适应多地区气候条件；籽粒成熟期脱

水快，穗不易脱落，适宜机械收获；抗倒性强，大斑

病、小斑病、纹枯病等抗性指标均达到规定标准，完

全满足四川平丘区春播种植需要。 
2.3　品质表现　经国家粮食局成都粮油食品饲

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云苌 46 籽粒容重

739g/L，粗蛋白含量 10.6%，粗脂肪含量 3.5%，粗淀

粉含量 70.7%，赖氨酸含量 0.33%，籽粒品质综合表

现良好。

3　产量表现
2020 年参加四川鑫万发玉米联合体四川平丘

组区域试验，云苌 46 每 hm2 平均产量 9460.5kg，较
对照成单 30 增产 12.3%；2021 年续试，平均产量

8961.0kg，较对照成单 30 增产 10.2%；2 年区域试验

平均产量 9210.8kg，较对照成单 30 增产 11.3%，平

均增产点率 90.0%。2022 年参加四川省玉米平丘

春播组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7509.0kg/hm2，较对照成

单 30 增产 6.3%，居同组第 4 位。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较对照成单 30 均增产 6.0% 以上，表现出了较

好的稳产性。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种

4.1.1　播种条件　平均气温和土壤相对湿度分别在

10℃和 60% 以上时即为云苌 46 春季适播期，此时

出苗率和成活率均达到最高。为保证玉米种子出苗

整齐，需要选择地面平整，土壤细碎且无大土块的地

块 。雨后播种最利于玉米种子的萌发，能显著提高

种子成活率。

4.1.2　播种方式　玉米大面积播种宜采用机械精准

穴直播技术，播种前将种子和肥料分别放入种子箱

和肥料厢，播种时种子和肥料分别通过输种管和肥

料管排送到经开沟器开好的种沟内，最后使用覆土

器覆土，避免种子裸露在空气中。机械直播可以在

播种的同时兼顾底肥穴施与开沟起垄，将传统播种

时的 3 个步骤集合成一套完整设备，简化播种流程。

机械直播的优势在于提高播种效率，提升播种效果，

降低成本投入。但当面临地块小、不规则或坡地等

不方便机械作业的情况时，可选择人工精准穴直播。

小面积玉米种植可选择育苗移栽的方式，减少种子

使用量，简化间苗、补苗环节。农户需根据实际条件

选择适宜的方式播种。

4.1.3　播种密度　云苌 46 株型半紧凑，适当密植可

有效提高产量，一般以 5.0 万 ~5.4 万株 /hm2 播种为

宜。水旱轮作田块播种时宜使用单垄沟种方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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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雨季排水防涝；旱地宜使用双垄沟种方式，更便

于固水保肥。播种时行距设置为 60~70cm，穴距控

制在 25~35cm，穴深以 3~5cm 为宜，每穴播种 2~3
粒。人工移栽按照相同的密度标准。

4.2　肥水管理　为提高云苌 46 对肥料的利用率并

促进其充分吸收，应采取精准穴施法施肥。避免肥

料与种子直接接触，二者的间隔距离保持在 8cm 左

右，以防出现烧苗。云苌 46 整个生育期需要施用底

肥、拔节肥及攻苞肥，各时期肥料种类及每 hm2 施

用量分别为磷酸一铵 370~520kg、尿素 225~300kg、
复合肥（N∶P∶K=15∶15∶15）375~525kg。小面

积种植时也可在拔节期结合中耕培土选择施用农

家肥。云苌 46 水分临界期与大部分品种相同，均

在抽穗期前后 15d 左右，此时田间需水量达到最

高，需密切观察田间植株状况，当部分植株叶片出

现卷曲时立即进行灌溉，以防植株干枯，影响最终 
产量。

4.3　病虫草害防治　

4.3.1　病害防治　云苌 46 易感纹枯病与茎腐病，每

667m2 可施用 5% 井冈霉素水剂 450mL 喷雾防治纹

枯病，施用 70% 甲基托布津药液稀释 800~1000 倍

液灌根防治茎腐病。

4.3.2　虫害防治　为预防地下害虫啃食种子，

玉米播种前需使用包衣剂覆盖种子表层，药

种比例以 1∶60 为宜，播种时还可施用辛硫磷

2.5~3.0kg/667m2 进行防治。当苗期、喇叭口期、抽

穗期等关键时期遭遇螟虫、蓟马、蚜虫等虫害时，每

667m2 可分别使用 5% 氯虫苯甲酰胺 20mL、20% 吡

虫啉可溶性液剂 25mL、10% 吡虫啉 30g 进行化学

防治，注意药物需要轮换施用，以防出现耐药性。也

可根据不同虫类的趋光性设置杀虫灯对其进行集中

灭杀。

4.3.3　草害防治　播种后每 667m2 使用 90% 乙草

胺乳油 50g 进行封闭性除草，小喇叭口期喷施玉米

专用除草剂 24% 硝磺·莠去津溶剂 50mL 进行杂草

防治。

4.4　适时收获　人工收获　在四川平坝丘陵区，云

苌 46 春播成熟期一般在 8 上旬至中旬，田间有 90%

以上植株苞叶变黄，籽粒变硬、基部出现黑粉层即达

到人工收获标准。为保证种子品质，收获后应及时

脱粒、晾晒，确保籽粒含水量降至 14% 以下时再进

行贮藏。机械收获　当前我国新型玉米收获机技术

已经趋于成熟，可以一次性完成割秆、排秆、剥穗、脱

粒、碎秆等操作，大大提高了收获效率和质量。待田

间玉米籽粒含水量下降到 25% 以下时进行机械收

获，可节省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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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原理与技术》

《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原理与技术》主要阐述了

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含义与范畴，系统介绍了种

质库、种质圃、离体库等保存方式的种质资源安全保存

的原理与技术，主要包括种子、植株、块根、块茎、茎尖、

休眠芽、花粉等保存载体的寿命延长机制、活力丧失机

制和遗传完整性维持机制，种质入库圃前处理、监测预

警和繁殖更新等技术，以及库圃设计与建设的工艺技术

要求。可为种质资源保存、研究和设施建设提供指导，

也可作为综合型大学、农林师范院校的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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