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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审玉米新品种漯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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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漯玉 19 是漯河市农业科学院以 T1647 为母本、LH019 为父本选育出的玉米新品种，于 2023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233371。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抗逆、优质、广适、耐密等优点，适宜在河南、山东、安徽、

河北、江苏、山西、陕西及湖北等黄淮海夏玉米种植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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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玉米区的种植面积及总产约占全国

的 1/3，是我国重要的玉米产地 [1-2]。近年来随着全

球变暖 [3-4]，黄淮海夏玉米种植区的生物逆境和非

生物逆境频发，因此，选育丰产、稳产、抗逆、优质及

适应性广的玉米新品种对玉米生产安全意义重大。

在此背景下，漯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育种团队及时

调整育种目标，将高产、稳产、抗逆、优质、广适、耐密

作为新的育种方向，以高产、稳产、优质为导向，以黄

淮海骨干种质为基础，导入构建新的种质资源，重

点加强抗逆、广适、耐密自交系的选育及利用。在

2016-2017 年南繁骨干自交系测配试验中筛选出组

合 T1647×LH019。该组合于 2017 年参加漯河市

农业科学院观察试验；2018-2019 年参加漯河市农

业科学院自主开展的黄淮海夏玉米品种比较试验；

2020-2021 年参加黄淮海夏玉米区域试验（河南农

科联合体组织）；2022 年参加黄淮海夏玉米生产试

验（河南农科联合体组织）；2023 年参加科企合作开

展的不同密度密植试验示范。试验期间遭遇了多种

气象和生物逆境，该组合依然能够保持高产、稳产、

优质，遂于 2023 年 11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233371。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漯玉 19 属于中早熟类型玉米新品

种，比对照郑单 958 略早熟。幼苗叶鞘紫色，花丝浅

紫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株型半紧凑，株高偏低，

穗位高适中，穗位比系数较小，具备耐密、抗倒的潜

质。成株叶片数适中，约 20 片。果穗筒形，穗长、穗

粗中等，穗轴红色，籽粒黄色，千粒重约 352g。
1.2　品质表现　2022 年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漯玉 19 籽粒容重 742g/L，粗
淀粉含量 75.15%，粗蛋白含量 9.07%，粗脂肪含量

4.36%，赖氨酸含量 0.28%。达到国家一等玉米标准。

1.3　抗性鉴定　综合 2020-2021 年区域试验结果，

漯玉 19 高抗茎腐病、瘤黑粉病及穗腐病，小斑病及

弯孢菌叶斑病达到中抗以上。2020-2021 年经河南

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人工接种鉴定，漯玉 19 对穗

腐病的抗病能力达到抗，对茎腐病的抗病能力达到

中抗以上，对瘤黑粉病、小斑病、弯孢菌叶斑病及锈

病的抗病能力均未达到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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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区域试验，漯玉 19茎秆坚韧，抗倒性好，

平均倒伏率 0，平均倒折率 0.1%，平均倒伏倒折率之

和 0.1%；2021 年区域试验，漯玉 19 茎秆坚韧，抗倒

性好，平均倒伏率 0.1%，平均倒折率 0.3%，平均倒

伏倒折率之和 0.4%；2022 年生产试验，漯玉 19 抗

倒性较好，平均倒伏率 0.5%，平均倒折率为 0.6%，

平均倒伏倒折率之和为 1.1%。

2　产量表现
2.1　品种比较试验　2018 年参加漯河市农业科

学院自主开展的黄淮海夏玉米品种比较试验，漯

玉 19 每 hm2 平均产量 8905.2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12.7%，增产幅度超过 10%，位居第二，增产

试点 21 个、减产试点 1 个；2019 年续试，平均产量

10821.0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9.2%，位居第一，

增产试点 19 个、减产试点 3 个。

2.2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2020 年参加黄淮海夏

玉米区域试验（河南农科联合体组织），漯玉 19 每

hm2 平均产量 10485.2kg，比对照郑单 958 极显著增

产 3.90%，居所有参试品种第 9 位，41 个试点中，31 个

试点增产，增产点率 75.6%；2021 年续试，平均产量

8860.5kg，比对照郑单 958 极显著增产 8.57%，居所有

参试品种第 4 位，41 个试点中，35 个试点增产，增产点

率 85.4%。2022 年参加黄淮海夏玉米生产试验（河南

农科联合体组织），漯玉 19 每 hm2 平均产量 9735.0kg，
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6.6%，居所有参试品种第 1 位，

41 个试点中，39 个试点增产，增产点率 95.1%。

2.3　密植示范　2023 年河南大润农业有限公司组

织漯河、周口、商丘、驻马店及开封等地市种业发展

中心专家成立测产验收小组，对种植在漯河市郾城

区孟庙镇的漯玉 19 进行机收籽粒实收测产，测产结

果为 15088.1kg/hm2。专家组认为，漯玉 19 在近 7000 
株 /667m2 的高密度种植条件下，在当年生长期间遭

遇高温、风雨等恶劣天气和锈病、青枯病多发等逆境，

依然健壮挺拔、结实饱满，说明该品种推广前景广阔。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播种及施肥　漯玉 19 播种时间以 6 月 1-15 日

为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精量播种机

播种，进行同一时间平行错位肥种同播。种子播深

4~5cm，种肥间距 8~10cm，肥料施入深度 8~10cm。

肥 料 应 符 合 GB/T 15063—2020《复 合 肥 料》、 
GB/T 23348—2009《缓释肥料》规定，总养分含量

≥ 40%，N∶P∶K=30∶5∶5，每 667m2 施入玉米田

专用复混肥料 50~70kg。前茬小麦每 667m2 产量

<500kg 的田块种植密度以 4500~5000 株为宜；产量

500~650kg 的田块种植密度以 5000~5500 株为宜；

产量≥ 650kg 的田块种植密度以 5500~6000 株为

宜。播种粒数应比适宜留苗密度多 5% 左右。

3.2　灌溉保苗　若播种后田间墒情不足，应及时灌

溉，以保证出苗。出苗后及时普查苗情，行内超过

45cm 缺苗时应及时带土移栽，移栽后及时浇水补

肥。土壤含水量和田间肥力充足、幼苗颜色浓绿的

田块要在拔节前通过控制田间水分进行蹲苗。

3.3　化学除草　在播种后出苗前施用玉米苗前专

用封闭除草剂或在玉米苗后 3~5 叶期施用专用除草

剂进行化学除草。

3.4　防治病虫害　对玉米生育期间常见病虫害，如

南方锈病、弯孢菌叶斑病、瘤黑粉病、玉米螟、桃蛀

螟、棉铃虫、黏虫、蚜虫等，可采用药剂拌种防治或在

病虫害出现初期进行针对性化学防治。

3.5　抗旱防涝　玉米在拔节期后进入营养和生殖

的共同生长时期，要求干旱少雨时及时灌溉，持续强

降雨造成田间积水后能及时排出。根据土壤田间含

水量及玉米不同关键生育期及时灌溉补水，重点是

开花期和灌浆期。

3.6　收获　收获前对田间的沟坎进行平整，对田间

的水井台、电线杆拉线等障碍物进行醒目标记，便于

安全作业，并及时了解收获期间天气情况。在 80%

以上植株果穗中部籽粒乳线消失后即可进行人工或

机械收获。天气条件允许且不耽误小麦播种的情

况下，在玉米茎秆直立、80% 植株果穗籽粒含水量

≤ 28% 时，可以直接进行机械化籽粒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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