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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品种齐单 633 的选育及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张　玉　车会学　马云增　吴　静　马雪蕾　李巧丽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252000）

摘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充分利用高秆作物玉米与矮秆作物大豆两种作物生长习性互补的特点，提高了农田水

肥光热利用率，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齐单 633 是由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选育，并

在 2021 年通过国家黄淮海地区审定的玉米品种。该品种具有抗茎腐病、株型紧凑、适宜机械化收获等特点，充分满足带状复

合种植条件。介绍了齐单 633 选育过程、品种特性及产量表现，并论述了其在黄淮海夏播区带状复合种植关键技术，对黄淮海

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具有示范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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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资源变得越发紧

张，而带状复合种植能够充分利用农田空间，使土地

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玉米和大豆的生长特点不

同，利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可实现不同作物之

间的相互促进，一方面大豆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另

一方面玉米可以为大豆遮荫，从而使 2 种作物的生

长效果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通

常需要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不仅会造成农田的污染，

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从而更加环保 [1]。

推广带状复合种植要保证在现有的土地资源情况

下，做到玉米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因此，选育和

种植高产、多抗、适宜带状复合种植的玉米新品种是

实现带状种植“稳玉米、扩大豆”的主要途径之一，

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黄淮海地区高温热害、干旱洪涝、阴雨

寡照等恶劣天气频发，导致茎腐病、南方锈病、玉米

螟等病虫害加重，严重制约了该区域玉米单产的进

一步提升 [2]。因此，选育丰产稳产、抗逆抗倒、适应

性强的优良玉米新品种对于适应未来气候变化和

保障粮食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3]。齐单 633 是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选育紧凑型、抗病抗

倒、高产的玉米新品种为育种目标，充分利用抗性

较强的 P 群和国外优异种质资源，以增强综合抗

性、整合优势性状、挖掘增产潜力为思路选育而成

的玉米品种，2021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216164，品种权号：

CNA20231000641。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母本 JY206 是以杂交种 WYX478 为基

础材料，从 2008 年冬季开始，每年在莘县、海南种植

2季，经过连续 7代自交，逐代选择优异株型的穗行，

淘汰劣穗行后于 2011 年 2 月育成的自交系。 
1.2　父本　父本 JY0125 是从 2006 年冬季开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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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111 为母本、L801 为父本杂交获得 S0，每年在莘

县、海南种植 2 代，经过连续 9 代自交，选择耐密、

抗性好的优株，于 2009 年 2 月育成并定名。其中

XF111 是 2004 年用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玉米杂交种齐单 1 号开放授粉，选择单穗进行连续

4 代自交并选择抗性和结实性好的单穗，于 2006 年

夏选育而成。L801 是 2004 年冬以自交系 SX2 和

昌 7-2 杂交获得 F1；2005 年夏 F1 与昌 7-2 回交获

得 BC1，冬由 BC1 与昌 7-2 回交获得 BC2；2006 年

夏由 BC2 与昌 7-2 回交获得 BC3，经连续 4 代选择

株高和穗位较矮、耐密性好的单穗选育而成。

1.3　选育过程　2014 年以 JY206×JY0125 组配出

杂交种 QD633 参加公司初级品种比较试验，综合性

状表现较好，产量在 2200 个组合中居第 6 位。2015
年参加中级品种比较试验，抗性好，产量在 500 多个

组合中居第 3 位。2018 年暂定名为齐单 633，参加

国家联合体（绿色通道）黄淮海夏玉米组区域试验

第 1 年；2019 年参加同组区域试验第 2 年；2020 年

参加同组生产试验。2021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216164。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齐单 633 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

成熟 102.8d，比对照郑单 958 早熟 0.1d。幼苗叶鞘

紫色，叶片绿色，花药浅紫色，颖壳绿色。株型紧凑，

株高 258cm，穗位高 97cm，成株叶片数 20 片。果穗

筒形，穗长 17.5cm，穗粗 5.0cm，穗行数 16 行，穗轴

白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重 33.4g。
2.2　品质表现　2020 年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齐单 633 籽粒容重 758g/L，
粗蛋白含量 11.59%，粗脂肪含量 4.44%，粗淀粉含

量 73.31%，赖氨酸含量 0.35%。

2.3　抗性鉴定　2018 年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接种鉴定，齐单 633 高抗瘤黑粉病，抗弯孢叶斑

病、茎腐病，中抗穗腐病、小斑病；同年经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接种鉴定，齐单 633 高抗镰孢

茎腐病，抗弯孢叶斑病、瘤黑粉病，感小斑病，高感穗

腐病。2019 年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接种

鉴定，齐单 633 高抗瘤黑粉病、茎腐病，抗小斑病，中

抗穗腐病，感弯孢叶斑病；同年经河南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接种鉴定，齐单 633 高抗茎腐病、小斑病、

瘤黑粉病，抗穗腐病，中抗叶斑病，感南方锈病。

3　产量表现
3.1　区域试验　2018-2019 年参加国家联合体（绿

色通道）黄淮海夏玉米组区域试验，2 年每 667m2 平

均产量 639.6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3.56%。2018
年区域试验的 37 个试验点中，33 点次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2019 年区域试验的 40 个试点中，31 点次

较对照郑单 958 增产（表 1）。
3.2　生产试验　2020 年参加国家联合体（绿色通

道）黄淮海夏玉米组生产试验，齐单 633 每 667m2

平均产量 690.3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6.60%。在

参试的 41 个试点中，39 点次较对照郑单 958 增产，

增产点率 95.1%（表 1）。

4　黄淮海夏播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4.1　品种选择　自黄淮海夏播区开始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以来，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机

械化收获，因此必须选择收获时站秆力较强的品种。

具体性状表现为玉米高抗茎腐病、耐密植、不倒伏，

大豆底荚高、有限结荚、不裂荚。再者就是玉米尽量

不遮荫影响大豆生长，大豆为耐荫、株型收敛的中早

熟高产品种 [4]。齐单 633 具有耐密植、结实性好、株

型紧凑、抗茎腐病等特点，非常适宜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

4.2　选用适宜模式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表 1　齐单 633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年份 试验类型 品种 平均产量（kg/667m2） 较 CK±（%） 增产点次 增产点率（%）

2018 区域试验 齐单 633 617.4 3.72 33 89.2

郑单 958（CK） 595.1

2019 区域试验 齐单 633 661.7 3.40 31 77.5

郑单 958（CK） 639.9

2020 生产试验 齐单 633 690.3 6.60 39 95.1

郑单 958（CK）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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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推广的前提是选用适合的专用播种机，大豆

玉米一体化播种机能够保证密度、单株施肥量和播

种深度。大豆玉米 4∶2模式，带宽 270cm，大豆 4行，

行距 30cm，玉米 2 行，行距 40cm，大豆带与玉米带

间距 70cm。大豆玉米 4∶3 模式，带宽 330cm，大豆

4 行，行距 30cm，玉米 3 行，行距 50cm，大豆带与玉

米带间距 70cm。大豆玉米 6∶3 模式，带宽 390cm，

大豆 6 行，行距 30cm，玉米 3 行，行距 50cm，大豆带

与玉米带间距 70cm[5]。在示范推广中，要结合当地

生产实际（麦畦宽度）和现有农机条件（播种机和收

割机）选择适宜的种植模式。

4.3　提高播种质量　在黄淮海夏播区域应用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通常于 6 月上旬收获小麦，

6 月中下旬同期播种玉米、大豆 2 种作物。播种前

需将种子晾晒 1~2d，并使用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

灵复配剂进行包衣，以提升种子发芽率和苗期根系

的抗病虫害能力。夏播地块一般使用灭茬免耕机械

进行播种，在播种之前密切关注降水情况，若有大雨

需要在雨前播种玉米，雨后墒情适宜时播种大豆，以

利于 2 种作物出苗；若近期无雨，可先播玉米，接着

灌水，待墒情适宜再播种大豆，大水漫灌地块使用此

方法能保证一播全苗。

4.4　杂草防除　玉米是单子叶植物，大豆是双子叶

植物，不同作物使用的除草剂不同。复合种植需要

以苗前土壤封闭除草为主。播种后 2d 内使用 96%

精异丙甲草胺乳油或者 33% 二甲戊灵乳油兑水表

土喷雾封闭除草，最好一次性完成播种和封闭除草。

苗后茎叶除草要求治小、治早，加装物理隔帘将玉米

和大豆隔开喷施除草剂，严防药液飘移造成苗期药

害。杂草 2~3 叶期，大豆使用精喹禾灵乳油 + 氟磺

胺草醚组合兑水定向喷雾；玉米使用烟嘧磺隆 + 硝

磺草酮 + 莠去津复合剂兑水定向喷雾 [6]。

4.5　化控防倒　大豆和玉米长势过旺时，每 667m2

可用 10% 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剂 80g 兑水 2L
进行无人机喷洒控旺防倒 [7]。控旺调节剂要严格按

照药量施用，错过大豆分枝至开花前和玉米 7~10 叶

期不得再喷施。

4.6　病虫害防治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病虫

害防治方面以虫害防治为主，病虫害兼治，可以混

合施药，一喷多防 [8]。针对大豆和玉米不同时期的

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开展精准防治，可最大限度降

低损失。成虫高峰期每 667m2 可施用 4.5% 氯虫苯

甲酰胺 +1.5% 甲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复配剂 10mL
兑水 2L，采用无人机防治甜菜夜蛾、棉铃虫、玉米螟

等。间隔 7~10d 根据虫情连续飞防 2~3 次。

4.7　适期机械收获　选择专用机械在大豆和玉米

完熟后同时调配大豆专用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获机

一前一后进行收获。注意作业时机械应距玉米、大

豆分别在 15cm 以上，以防碾压，减少混杂；作业速

度控制在 3~6km/h，以降低田间损失；避开露水，清

除杂草，防止“泥花脸”；大豆倒伏时，应逆倒伏方向

收获。

4.8　适宜种植区域　齐单 633 在黄淮海夏播区麦

收后作夏玉米种植，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山东省，河南

省，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部分平川地区，江

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

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可在 6 月

中下旬与大豆进行带状复合种植，也可单独进行大

田种植。

5　市场推广效果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可实现“一田多用、增

产增收”的农业目标。聊城市为黄淮海平原地区，

属于夏玉米—夏大豆区域，但目前推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经验不足，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当地种业企业，有责任探索和推广新的栽

培技术。齐单 633 的株型较紧凑，抗茎腐病、中抗穗

腐病，结实封顶性好，是带状复合种植较为适合的

玉米品种。自 2021 年通过审定后，山东鑫丰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 3 年在莘县朝城镇程路口村建立核

心示范基地种植该品种 20hm2，辐射周边市县种植

户观摩学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2024 年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山东省玉米重

大品种推广补助试点项目，新增齐单 633 带状复合

种植推广面积 546hm2，并形成了一套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方案。齐单 633 综合性状表现优良，全生育期

未发生倒伏、病害等重大事故；对其进行初步测产，

折合每 667m2 理论产量 615.56kg，比对照郑单 958
（579.49kg）增产 36.07kg，单产提升 6.22%，结合目

前玉米市场价格 2.18 元 /kg，推测项目区带状复合

种植农户可增收 78.63 元 /667m2，社会经济效益

显著。

（下转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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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能过早脱水，以防影响结实率，导致早衰或降

低稻米品质。

5　制种技术要点
5.1　安排适宜播差期　泰丰优 10350 在四川省绵

竹市制种，父本辐恢 10350 分两期播种，第 1 期播

种时间一般在 3 月底到 4 月初，7d 后进行第 2 期父

本播种，父本大田用种量为 7.5kg/hm2。母本泰丰 A
在第 1 期父本播种 24~25d 后播种，大田用种量为

30~34kg/hm2。为达成培育多蘖壮秧的目的，播种要

做到匀播、稀播。

5.2　培育多蘖壮秧，适时移栽　父本秧龄在 30~35d
时及时移栽，母本秧龄在 25~30d 时及时移栽。两期

父本间隔栽插，父母本每窝插 2 棵秧苗，父本栽插行

株距为 33.3cm×26.4cm，母本栽插行株距为 16.7cm× 
19.8cm，父母本移栽时栽插行比以 2∶16 为宜。

5.3　田间管理　父母本播种 2d 后喷施除草剂，秧

苗长至 2 叶 1 心时每 hm2 施尿素 75kg，维持浅水层，

秧苗处于 2 叶 1 心期和移栽前 1 周喷施杀虫剂预防

虫害；父母本在移栽前 3d 施用复合肥 75kg 作“送

嫁肥”；移栽时施用 45% 复合肥 600kg 作基肥；为促

进秧苗返青及分蘖，父母本移栽 7~8d 后追施尿素

120kg；母本移栽 14d 后追施 45% 复合肥 105kg；母
本幼穗分化时期追施氯化钾 75kg、尿素 45kg 作穗

肥，有助于增加穗粒重，提高结实率和籽粒饱满度，

从而提升制种产量。父母本移栽后为避免虫害发生，

应及时开展针对稻飞虱、水稻螟虫等虫害的防治工

作。水分管控方面，分蘖时干湿交替促分蘖，孕穗时

需确保田间维持有水状态；生长后期干湿交替，以促

使籽粒饱满，保持根系活力。

5.4　做好花期预测，适时喷施“九二〇”　为保证父

母本花期相遇，应及早进行花期预测。当母本进入

幼穗分化期后，每隔 2~3d 定期进行幼穗剥检，花期

不遇时应及时调节。当母本抽穗率达到 20%~30%

时，父母本同时喷施“九二〇”120g/hm2，间隔 1d 后

父母本再次同时喷施相同量的“九二〇”，切忌喷施

过量。为提高母本异交结实率，待全田母本抽穗率

为 25%~30% 时开始授粉。选择晴好天气于 10：30-

13：30 采用竹竿赶粉或绳子拉花方式，间隔 0.5~1.0h
授粉 1 次，每天授粉 2~3 次，连续授粉 10d 左右，以

确保授粉工作的连续性，保证制种产量。

5.5　严格去杂，适时收获　要确保种子质量，应将制

种田选择在自然隔离条件好，且四周 500m 范围内无

其他水稻种植的区域，或确保制种田块的抽穗扬花期

与周围种植水稻的花期间隔在 12d 以上，以免受其他

花粉的影响。严格去除父母本中的异型株，在扬花期

结束后及时割除父本。在 85%~90% 的谷粒成熟时及

时收获，包装袋内外放置标签。为保证种子纯度，应

将其单独翻晒和存放，避免人为和机械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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