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业管理42 2025年第４期

DOI：10.19462/j.cnki.zgzy.20250210011　　

“黄金粮”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 

主推品种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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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金粮”MY73 在黄淮海地区展现出高产、耐密植、早熟、优质及多抗性等显著优势。自 2020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以来，该品种在黄淮海地区的推广面积迅速增长，并获得了广大农户的高度认可。至2023年，“黄金粮”MY73

已超越郑单 958，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种植的主导品种。2024 年该品种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继续保持黄淮海地区玉米新品种

种植面积之首。通过分析“黄金粮”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主推玉米品种的原因，对其推广应用前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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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涵盖河南、山东全境，河北省中南

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陕南和关中，以及江苏、安徽

的淮北地区。该地区气候特点为雨热同期，热量充

足，70% 以上的降雨集中在 6-8 月，适宜一年两熟

的种植模式。该区域适宜种植夏播玉米，通常选择

早熟品种；水资源相对匮乏；玉米生长季节多大风、

大雨，自然灾害频发，病虫害多发，对玉米生长不利，

导致玉米单产年际间波动较大。黄淮海地区每年夏

播玉米种植面积超过 1200 万 hm2（1.8 亿亩），占全

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35% 以上，是我国最大的夏玉

米主产区，总产量约占全国玉米产量的 36%，在我

国秋粮生产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

业企业价值，全面响应从品种、质量、渠道等战术层

面的竞争向战略层面品牌、创新、产品链管理等转变

的组织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程度，使现

代化农业的管理内涵不断得到拓宽和延伸。完善分

类分层风险管理体系，加大对内外部环境的洞察和

分析，提升风险管理的颗粒度，提高组织应对动态的

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战略管理和运营管理能力方面

的敏锐度和应变能力。不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改进和创新实践，持续确立头部效应，引领种业高质

量发展，在国家种业振兴的征途上不断前进，为中国

种业之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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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玉米单产水平普遍较高，特别是随

着玉米育种技术的进步、种植密度的增加以及栽培

模式的创新，玉米单产率达到了新的高度。由河南

农业大学汤继华教授选育的“黄金粮”MY73，凭借

其高产、早熟、耐密植、抗倒伏、优质及抗病抗逆等特

性，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自 2020 年通过国家审

定以来，2023 年和 2024 年连续 2 年在黄淮海地区

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

“黄金粮”MY73 于 2020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玉 20206190。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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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地区、江苏

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以其高产、早熟、抗逆抗病、耐密、抗倒伏等特点深受

农户欢迎和认可，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种植的主导

品种。

1　 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主推品种的根本

原因
1.1　品种基本特征特性　在黄淮海地区，“黄金

粮”MY73 的平均生育期为 101d。幼苗叶鞘紫色，

花药绿色，株型紧凑，果穗筒形，穗行数 16~18 行，穗

粗 4.8cm，穗轴白色，籽粒黄色、硬粒，百粒重 32.5g。
2018-2019 年参加黄淮海夏玉米组绿色通道区域试

验，2 年平均产量 678.4kg/667m2，比对照品种郑单

958 增产 8.97%。2019 年参加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695.5kg/667m2，比对照品种郑单 958 增产 8.59%。

1.2　早熟性好，脱水快，适宜机收　MY73 比对照

品种郑单 958 早熟 1.3d，平均生育期 101d，属于中

早熟品种。该玉米品种的籽粒硬质，粗淀粉含量平

均为 72.14%，较一般品种低 7~8 个百分点。通常情

况下，籽粒硬质、淀粉含量低的品种成熟后脱水快，

含水量低，更适合机械收获。籽粒硬度是评价籽粒

品质及是否适合机械收获的重要指标 [2]。

1.3　矮秆抗倒，有助于高产、稳产和机械化收获　

目前，倒伏已成为限制玉米高产、稳产和全程机械化

的主要障碍。玉米倒伏严重时，不仅导致产量下降

和品质降低，还阻碍了玉米产业全程机械化发展的

进程，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升。据统计，每年因倒伏导致的玉米减产幅度为

5%~25%，倒伏已成为制约玉米生产和育种发展的

主要问题 [3]。

MY73 玉 米 品 种 平 均 株 高 238cm、穗 位 高

94cm，成株叶片数 20 片，属于矮秆品种。MY73 玉

米品种穗位低，重心低，稳定性好，有利于抗倒伏。

同时，该品种根系发达，茎秆坚韧，气生根多，抓地牢

固，能有效抵御外来风险，增强抗倒伏能力。

1.4　果穗中等，结实性好，适宜密植，提高玉米单产

　MY73 玉米品种的果穗平均长度为 16.6cm，穗行

数 16~18 行，穗粗 4.8cm。该品种的果穗大小适中，

结实性极佳，籽粒行行饱满，无秃尖现象。该品种

适宜在中等及以上肥力的地块种植，一般肥力条件

下推荐种植密度为 4500~5000 株 /667m2，而高水肥

力条件下推荐种植密度则为 5000~5500 株 /667m2。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为了稳定我国的玉

米产量，首要任务是稳定种植面积，最大限度地开

发耕地潜力，并持续提升单产。遗传因素和环境条

件是影响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 [4]。鉴于目前我国玉

米种植面积的扩展可能性不大，甚至在玉米优势种

植区可能会出现减少的情况，要实现玉米增产，主要

途径是增加种植密度。密植是提升玉米单产的有效 
方法 [5]。

1.5　抗病性强，适应性广，有利于高产和稳产　

MY73 玉米品种在区域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抗病

性，对茎腐病具有抗性，对小斑病、弯孢叶斑病、瘤黑

粉病、南方锈病中抗，仅对穗腐病感病。在鉴定的

6 种病害中，MY73 仅对穗腐病感病，对其他 5 种病

害均达到抗或中抗水平，显示出该品种综合抗病性

优良的特点。黄淮海地区近年来的异常天气表明，

MY73 玉米品种耐旱涝、耐高温和低温寡照，尤其在

极端天气条件下，更能表现出高产、适应性强、稳产

性突出的特点。因此，在黄淮海地区，抗逆减灾成为

挖掘产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

1.6　品质优良，有效缓解高产与优质之间的矛盾

　经过权威机构检测，MY73 玉米品种的籽粒容重

为 798g/L，比一般玉米籽粒容重高出 10~12 个百分

点，是罕见的高容重品种。MY73 玉米的粗蛋白含

量为 10.57%，粗脂肪含量为 4.08%，粗淀粉含量为

72.14%，赖氨酸含量为 0.33%。这些指标均表明，其

营养成分远超国家标准，MY73 在品质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能够满足市场对于高品质玉米的需求，也使

得 MY73 被誉为“黄金粮”。提高籽粒玉米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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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也能改善玉米副产品的品质，从而提高玉米的

经济价值，促进黄淮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MY73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 2 年的区域试

验中，比对照品种增产 8% 以上，并且在各地的实打

实收试验中，产量均超过 800kg/667m2，刷新了玉米

高产记录。MY73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玉米高产与

优质并重的目标，有效缓解了玉米高产不优质、优质

不高产的矛盾。

2　 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主推品种的外部

原因
2.1　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带动了 MY73 玉米品种

的迅速推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

作物。自 2020 年以来，我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天

气和国际形势等影响，粮食进口成本增加，畜牧饲料

需求稳定增长，增加玉米产量势在必行。随着国家

对粮食需求的提升，国内玉米需求量增加，市场价

格持续回暖，供需矛盾逐渐凸显。2023 年农业农村

部启动了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并率先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随后颁布了《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

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

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24 年 3 月 14 日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主要粮油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明确要求 2024 年“集中打

造 1000 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2025 年“集中打造

2000 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6]。这一政策的实施，

加上 MY73 玉米品种的优良特性，带动了 MY73 玉

米品种的大面积推广种植。

2.2　“实打实收”的推广模式促进品种快速普及　

MY73 玉米品种自推广以来，种植面积呈现爆炸式

增长，成为黄淮海地区种植的主导玉米品种。这不

仅是因为 MY73 具备高产、优质、稳产、早熟、抗倒

伏、适宜密植和机械化收获等优势特征，还因为其

新颖的推广模式，敢于在适宜种植区域进行现场

直播和观摩“实打实收”，让农民亲眼看到种植的

高效益，从而得到代理商、零售商和种植大户的认

可。2024 年 10 月 6 日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黄金

粮”MY73 夏玉米百亩高产示范方迎来了专家团

队的实地测产，每 667m2 产量高达 901kg，刷新了我

国北部夏玉米种植区的单产纪录。而在更早之前

的 2023 年 8 月，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 6 组的

高产示范田实收面积约 754m2（1.13 亩），收获鲜籽

粒重 1350.4kg，按照玉米标准含水量 14% 折算，每

667m2 产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1050.2kg，创下了湖

北省玉米种植单产最高纪录。

2.3　优良特性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 MY73
深入人心　由于机械化快速发展和气象灾害频发，

从 2022 年开始，在黄淮海地区中小穗的接受程度快

速提高。特别是在河南区域，2022 年玉米收获前，

连续遭遇几次大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八级大风，导致

田间积水严重，大多数品种出现严重倒伏，玉米收割

机无法作业，农民只能人工掰玉米，水中捞玉米，费

工、费力、费钱、劳神。而 MY73 的抗倒伏能力特别

强，未受任何影响，这一大优点极大地提升了农户的

种植体验，口碑迅速传播，销量大增，产品供不应求。

当然，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先进的营销理

念和超前的营销策略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该

公司通过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宣传，使得 MY73 迅速

在农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同时，公

司还积极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帮助农户

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农户的

种植信心和积极性。

2.4　生产条件的优越性和追求种植高效益性促进

MY73 种植面积增加　尽管黄淮海地区在玉米生长

季节会遭遇风雨、旱涝、热害、低温寡照、病虫害等自

然灾害，但该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夏季气温

高，蒸发量大，无霜期在 170~220d 之间，夏季降雨量

占全年 70% 以上。6-8 月雨热同期，光温同期，与

夏玉米生长期需求一致，使得该地区成为夏玉米的

理想种植区。

随着黄淮海地区玉米种植方式由套种改为直

播，由人工管理改为播、肥、药全程机械化一体化管

理，以及土地流转和托管等生产方式的转变，玉米种

植越来越高效。为了提高玉米单产，种植习惯也从

稀植向密植转变。高效种植方式促进了密植品种

MY73 的迅速推广。

3　 MY73 玉米品种在黄淮海地区的推广应

用前景
MY73 是通过 T1932、T856 杂交组合选育出的

玉米品种，具有耐密、抗倒、品质优、出籽率高、抗病、

抗逆性强等特点。这些优势特征与该品种的亲本密

切相关。母本自交系是美引坚秆材料与公司骨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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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杂交后代，经诱导 DH 系后加倍选育而成；父本是

欧洲种质与热带抗源及黄系的聚合后代，经基因编

辑、分子定位、连续 8 代自交选育的二环系 [7]。该品

种母本利用了美系的坚秆和硬粒品质，然而，美系玉

米种质普遍不具备耐高温特性，这成为美系种质在

黄淮海地区的主要缺陷。通过引入热带资源和黄系

血统，赋予了温带玉米耐高温和强抗病能力等特性。

双亲的结合使得该品种的杂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集高产、优质、早熟、良好的抗病性、适宜的密植性以

及强大的抗逆性于一身，深受广大农户，尤其是种植

大户、土地托管中心和家庭农场的欢迎。

黄淮海地区的气候特征和耕作制度导致了多

种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因此，在该地区，玉米生产

面临高产难以持续、稳产难以保证、机械化收割难以

满足以及质量难以保障的问题。解决这“四难”问

题，是黄淮海地区玉米产业发展的关键方向，也是所

有玉米育种者追求的目标。尽管目前尚无品种能

抵御所有病害和自然灾害，但对品种综合抗性的追

求正日益受到重视。具备高产、优质、早熟、良好抗

病性、适宜密植和强大抗逆性的玉米品种 MY73，在
黄淮海地区具有长期的需求潜力和良好的推广应用

前景。

4　结论与讨论
4.1　黄淮海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 MY73 品种

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尽管高温热害、低温寡照、

旱涝灾害、风灾、生物灾害等频繁发生，但黄淮海地

区雨热同季、光温同期的气候条件与夏玉米的生长

需求相吻合，使得该地区成为夏玉米的理想种植区。

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玉米品种 MY73，在该地区充

分发挥了其生产优势，表现出强大的抗病抗逆性、高

产和稳产性，赢得了农户的广泛认可，提升了该地区

玉米种植的效益，促进了黄淮海地区农业经济的发

展，确保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4.2　根据黄淮海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

制宜地推广“黄金粮”MY73　“黄金粮”MY73 在

审定报告中明确指出，MY73 适宜在中等以上肥力

的地块栽培，播种时间宜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一

般肥力地块适宜种植密度为 4500~5000 株 /667m2，

高水肥地块适宜种植密度为 5000~5500 株 /667m2。

在黄淮海地区不同生态区，光热、水资源、土壤肥力、

主要自然灾害等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存在差异。特

别是在土壤贫瘠、灌溉条件较差以及机械化水平较

低的地区，例如河南豫西玉米区（包括洛阳、三门

峡、平顶山、济源），尽管在夏玉米整个生育期内光

热充足，但降雨量较少、土壤瘠薄、灌溉条件差、机

械化程度低，在该地区种植 MY73 就难以充分发挥

其生产潜力，因此，不适宜在当地推广种植“黄金

粮”MY73。MY73 适宜在肥力中等、灌溉条件较好

的生态区推广种植，例如河南豫北玉米区、豫中玉

米区、豫南玉米区以及其他肥水条件较好的玉米生 
态区。

4.3　黄淮海地区玉米育种任务依然艰巨　尽管黄

淮海地区是种植夏玉米的理想区域，但高温热害、低

温寡照、旱涝灾害、风灾、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的频

繁发生，要求玉米育种专家必须根据该地区的气候

条件和自然灾害状况及时调整育种目标和技术路

线，提出早熟、密植、抗倒伏、抗病、抗逆性强等玉米

育种目标，并且持续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通过密植

提高玉米的单产；通过早熟解决黄淮海地区“一年

两熟”的光热需求问题；通过矮秆解决抗倒伏问题；

通过早熟、抗倒伏、脱水快适应玉米籽粒机械化收

获；通过抗倒伏、提高玉米抗逆性和增强适应性达到

玉米稳产的目标。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玉米种

植区，选育适合该地区种植的玉米新品种的育种任

务依然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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