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第４期专题论述26
DOI：10.19462/j.cnki.zgzy.20250114014

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现状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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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历史进行系统回顾，从首个综合品种洛阳混选 1 号到首个单交种新

单 1 号的选育成功，直至 1982 年品种审定制度的建立。在此期间，郑单 2 号、豫农 704、豫玉 18 等审定品种在生产中得到广泛

应用。研究重点分析了 2014-2024 年河南省审定玉米品种在数量、审定类型及选育单位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并对 2024 年河南

省玉米品种利用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基于历史数据和现状分析，对未来河南省玉米品种布局利用的特点进行探讨，以期为

河南省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及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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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玉米区是我国玉米主产区之一，而河

南省位于黄淮海玉米优势产业带的中心区域，拥有

丰富的光热资源，常年的耕作习惯形成了冬小麦—

夏玉米的种植模式。玉米作为河南省的第二大作物，

2011-2020 年河南省种植面积在 330 万 hm2 以上，

产量达 200 亿 kg[1]，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对我国的玉通信作者：刘桂珍

记制度，严格审查种子企业的申报资质，不符合要求

的种子企业和个人禁止发证 [3]；逐一检查种子经营

门市的种子档案等相关信息，发现销售假冒伪劣种

子产品的加大处罚力度，确保农户用种安全。

5.3　健全完善小麦保险机制　要建立“政府 + 保险

机构”联合宣传机制，政府主要聚焦协调保障及政

策传达工作，保险机构主要聚焦保险内容讲解答疑

工作，通过现实案例讲解农户关注的保障范围、理赔

流程、保险费率等问题，简化小麦保险条款内容，使

农户更容易理解 [4]。同时，要重点关注低保户、五保

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通过上门讲解、政

府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投保积极性。保险机构要强

化科技支撑，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GPS 定位等

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承保报案、查勘定损等环节的精

准度和效率，降低理赔成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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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产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影响玉米生产的诸

多因素中，品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2]。为进一

步合理规划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布局，对河南省审

定推广的玉米品种进行了梳理，以期为今后玉米新

品种的选育及布局提供参考。

1　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历史回顾
玉米起源于墨西哥等中美洲一带，距今已有上

万年的驯化历史。16 世纪上半叶开始传入我国，

1920 年很多地区引入了欧美等近代重要的玉米种

质，特别是北美玉米带的玉米种质。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河南省玉米育种与全国多地一样，都是先后经

历了农家种、综合种、双交种、单交种等不同阶段。

1949 年 12 月河南农业大学吴绍睽教授在全国农业

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利用杂交优势增进玉米产量的

学术报告，提出以选育推广品种间杂交种作为中国

发展玉米杂种优势利用主要途径的建议，我国开展

了品种间杂交种和自交系间综合种的选育 [3]。1952
年吴绍睽教授与洛阳农业试验站合作，育成中国第

一个大面积推广的玉米综合品种洛阳混选 1 号，为

杂种优势的利用开辟出了新途径。到 20 世纪 60 年

代中期，河南省新乡农业科学研究所宋秀岭利用母

本矮金 525、父本混 517 育成了新单 1 号，是我国育

成并大面积推广的第一个单交种，使我国单交种推

广应用在时间上和美国几乎是同时代。新单 1 号的

育成为玉米杂交育种提供了新经验和新途径，特别

是在国内首创利用二环系培育自交系的方法，拓宽

了育种材料创新的思路，标志着我国玉米育种从以

选育双杂交种为主，迈向了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

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

我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起始于 1982 年，当

时种子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审定的品种数量较少。

河南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审定了一批生产上广泛种

植的玉米品种，如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选育的郑单 2 号，河南农业大学选育的豫农 704、
豫双 5 号，博爱县方七、东金城大队农科站选育的博

单 1 号，林县赵村农科站选育的林赵 1 号等，其中林

赵 1 号在河南省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33 万 hm2，其

次是郑单 2 号，累计推广面积 65 万 hm2。到 20 世

纪 90 年代，河南省育种单位选育了一批生产上广泛

应用的品种，如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选育的郑单 14，新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新黄

单 851、新黄单 904，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选育的豫

单 8 号、豫玉 22，安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安

玉 5 号等，其中郑单 14 的亲本组合和制种技术获得

发明专利和全国第五届专利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并

在 200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河南省累计推

广面积达 149 万 hm2。

进入 21 世纪，在生产上广泛推广的玉米品种

有郑单 14、豫玉 22、郑单 958、浚单 20、伟科 702 等

一批优良单交种，其中郑单 958 集高产稳产、优质耐

密、广适多抗于一身，2004 年以来已连续 19 年为全

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成为我国玉米育种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品种。该品种 2004-2013 年连续

10 年在河南省种植面积超过 73 万 hm2，最高年份

达到 100 万 hm2。2005 年之后浚单 20 在河南省推

广面积不断升高，在 2010 年种植达到高峰期，种植

面积约占河南省玉米种植面积的一半。2018 年之

后，新品种审定进入“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快车道，

玉米育种人员积极性释放，玉米品种审定数量呈井

喷之势，在黄淮海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下许多优秀

品种脱颖而出，但能否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还需要

时间的考验。

2　2014-2024 年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现状
2.1　审定数量的变化　近几年种业持续创新发展，

育种创新活力得到不断释放，品种审定数量大幅增

加，为农业生产用种提供了更多的品种选择；在品种

质量上，优质绿色品种加快推出，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提供了重要品种保障；在品种类型上，专用

特用品种陆续审定，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供

了有力的品种支撑。在 2016 年新《种子法》颁布实

施后，农业农村部实施深化种业“放管服”改革，放

宽玉米品种审定进入渠道，通过绿色通道和联合体

试验满足企业品种审定需求，从 2018 年开始审定的

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河南省 2014-2024 年共审定玉

米品种 483 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

每年审定品种数量大体为上升趋势，其中 2016 年审

定数量最少，仅有 8 个，2023 年审定数量最多，为 84
个，2024 年审定品种数量略有下降（图 1）。
2.2　审定品种类型的变化　近 11 年审定的玉米品

种以普通玉米为主，占审定品种的 83.23%（表 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

整，2000 年以后特色类型如鲜食玉米和爆裂玉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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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品种通过审定，分别占 3.52% 和 1.86%。随

着土地流转持续深入开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高，农民对适宜机械收获的玉米类型需求不断提高，

机收类型从 2017 年开始审定，累计占 8.90%，2019
年审定 12 个，数量最多，占当年审定玉米数量的

25.53%，占近 11 年审定机收玉米品种数量 27.91%。

青贮玉米审定从 2021 年开始，累计审定 12 个，占近

4 年审定玉米数量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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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24 年河南省审定玉米品种数量

表 1　河南省审定的玉米品种类型

年份
品种类型

普通 鲜食 机收 青贮 爆裂

2014 13

2015 13

2016   8

2017 20 4

2018 51 2

2019 35 12

2020 28 1 4 3

2021 50 3 4 4 2

2022 59 2 2 1

2023 65 6 8 4 1

2024 60 5 7 3 3

2.3　育种单位类型的变化　随着国家“放管服”改

革的实行，放宽玉米品种审定渠道，从单一的省级

统一试验，到现在企业联合体试验、科企联合体及

绿色通道试验等，审定渠道的多元化使企业审定玉

米品种数量不断提高，近 11 年累计占比达 63.15% 

（表 2）。2015 年企业审定品种数量占比最大，为

92.31%，2016 年次之，为 87.50%。科研单位审定玉

米品种数量次之，约 33.13%。个人审定玉米品种数

量最少，占比 3.73%。近 11 年河南本省的育种单位

（或个人）选育并通过审定玉米品种 426 个，占河南

省审定品种 88.20%，且呈逐渐增加趋势。2023 年河

南省选育并通过审定品种 84 个，占当年审定玉米品

种 95%，为近 11 年之最。外省单位在河南省累计审

定品种 57 个，占比 11.80%。外省在河南省审定品种

主要以企业为第一育种单位，占比 96.49%。2015 年

外省企业审定玉米品种 4 个，占当年企业审定品种

数量之最，占比 33.33%，2019 年次之，为 31.25%。

表 2　近 11 年审定品种第一育种者类型

年份
科研单位 企业

个人
本省 外省 本省 外省

2014 3 9 1

2015 1 8 4

2016 1 5 2

2017 2 14 6 2

2018 12 30 7 4

2019 11 2 22 10 2

2020 11 23 2

2021 20 36 6 1

2022 26 28 7 3

2023 39 38 4 3

2024 32 37 7 2

3　 未来河南省玉米品种布局利用的特点与

建议
3.1　审定品种同质化严重，区域化布局态势明显　

随着国家和省级联合体、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绿色通

道品种审定制度的实施，导致玉米品种审定周期缩

短，数量猛增。大多数审定的玉米品种存在遗传基

础狭窄、同质化现象突出，品种间具有很高的遗传相

似性，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物

和非生物胁迫的压力，导致局部地区玉米倒伏、果穗

畸形、穗腐病等病害大面积发生。为提高玉米种植

效益，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让优良品种在众多品种中

脱颖而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增产效应，加快优良品

种的推广，结合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的统计数据，提

出了玉米品种种植布局意见。

2024 年河南省种植面积在 6.67 万 hm2 以上的

品种有 11 个，分别为 MY73、裕丰 303、中科玉 505、
秋乐 368、现代 959、京科 938、棒博士 767、中玉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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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 99、联创 839、东单 1331，这 11 个品种总种植

面积达 228.07 万 hm2，占 2024 年玉米种植总面积

58.5%，主导地位十分明显；种植面积在 6.67 万 hm2 

以下、3.33 万 hm2 以上的品种有 9 个，分别为泛玉

298、郑单 958、MC812、科腾 918、郑原玉 432、鼎诺

212、迪卡 653、豫单 9966、伟科 702，总种植面积为

46.40 万 hm2，占种植总面积的 11.9%。由以上数据可

知，2025年河南省将形成以种植面积超过 6.67万 hm2 

以上的 11 个品种为主，以种植面积 3.33 万 hm2 以

上的 9 个品种为辅的格局。

3.2　审定品种类型多元化，专用型玉米品种有待增

加　随着玉米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以普通籽粒玉

米为主，以淀粉工业专用、机收籽粒、鲜食甜糯、专用

青贮及粮饲兼用型、抗旱节水等绿色专用玉米品种

为辅的格局逐渐形成，供市场选择的种类更加丰富。

粮饲通用型玉米品种是河南地区青贮玉米的重要发

展方向，通过兼顾生物产量和籽粒产量，灵活调节收

获形式和内容，籽粒效益高时收获籽粒，青贮效益高

时作为青贮材料，减少生产应用风险，更符合生产上

的需求 [4]。在种植密度上，普通籽粒玉米审定试验

有 4500 株 /667m2、5000 株 /667m2、5500 株 /667m2  

3 个密度，不同密度可以适应不同生态区、不同地力

和农业管理水平的要求。

3.3　适应规模化种植，推动玉米种业向机械化、集

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

动力外流等因素影响，我国耕地流转不断加快，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方向发

展。随着农业生产集约化、轻简化，机械粒收面积逐

年扩大，未来适宜籽粒机收品种在生产上将发挥重

要作用，对品种综合性状表现要求提高，品种首先要

具备稳产特性，且没有致命的缺陷，如穗腐病、青枯

病、大斑病、倒伏、倒折等；其次要具备抗当地主要病

虫害、耐高温、耐密植、出籽率高、结实性好、容易高

产的特性；最后要适合机械化收获，具有籽粒破损和

落穗落粒率低、脱水快等优良特性。机械化能降低

生产成本，脱水快有利于收获储存、减少烘干成本与

霉变粒。近年来耐密、抗病、宜机收品种 MY73 等

在生产上表现优异，有望成为引领未来耐密机收的

主导品种，这类型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将为国家粮食

增产和安全作出重要的河南贡献。　

3.4　适应黄淮海区域多变的气候，提高河南玉米单

产水平　近年来，黄淮海区域玉米播种期及生长期

气候异常多变，播种期高温干旱，生长开花期正逢雨

季，雨热同期，雨水多容易发生涝害，不利于玉米穗

发育。因此，在河南省推广的玉米品种，要综合考虑

多样的生态环境，选育一些生育期适中、根系发达、

抗倒性强，孕穗期幼穗对环境不敏感，授粉期耐高温

干旱，抗青枯病、穗腐病及南方锈病等特征特性的

品种。随着我国种质资源创新、育种理论及技术的

进步，经过几轮的品种更新换代，玉米单产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2024 年河南省玉米种植面积 386.66
万 hm2 左右，作为第一大秋粮作物，平均产量约

386kg/667m2[5]，低于全国平均产量 439.4kg/667m2。

此外，河南省区域间土壤营养不平衡，氮肥过量使用

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方式仍以家庭

为单位，生产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成本高，因此，

河南省玉米单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农业绿色发

展理念的推进及综合加工利用环节的发展，玉米生

产向机械化、生态化、能量型、专业化转变，对玉米品

种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需要加强引进国内外优异

种质资源，筛选适宜黄淮海地区的种质，创建核心基

础种质群体，拓宽种质基础，提升基础种质水平和选

育效果。加快育种科研平台建设，尤其是转基因、基

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单倍体育种、全基因组选择

育种等技术平台，实现育种技术手段创新。选育适

宜河南省和黄淮海地区生产条件的优质专用型、高

产稳产、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为河南省玉米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基础品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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