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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早熟糯玉米新品种克粘 ! 号的选育及应用

谭福忠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克山 !&!&"&-

摘 要! 糯玉米起源于中国# 目前我国推广的糯玉米品种较多"但克粘 ! 号新品种是我国目前生产上已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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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虽然起源于美洲大陆" 但糯玉米却起源于

中国# 在我国糯玉米有着较长的栽培应用历史"至

(" 世纪 +" 年代"生产上应用的主要还是农家品种"
进入 T" 年代以后"糯玉米的杂交育种工作逐步开展

起来"目前"生产上杂交糯玉米品种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已推

广的糯玉米品种较多"如垦粘 ! 号%中糯 ! 号%中糯

( 号%鲁糯 ! 号%苏糯 ! 号%渝糯 ! 号等"这些品种熟

期各异"各具特色"属中晚熟期品种"而我们选育推

广的克粘 ! 号为极早熟优质糯玉米新品种#

! 品种来源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 &地处黑龙江

省克山’于 !%%+ 年杂交育成克粘 ! 号"("") 年春经

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推广# 克粘 !
号的两个亲本均系一环系" 母本 O3!( 由农家糯玉

米品种 O. 连续自交 & 代选育而成" 父本 O3U 由农

家糯玉米品种 RR 连续自交 & 代选育而成# 克粘 !
号熟期极早" 是我国目前生产上已知推广应用的最

早熟糯玉米单交种和最早熟玉米单交种"比冀承单

收稿日期! (""($!!$(T
作者简介! 谭福忠&!%&T$’"男"农学学士"!%%" 年毕业于沈阳农业

大学农学院"现在黑龙江省农科院小麦所从事极早熟玉

米遗传育种工作#

) 号早熟 !" G"具有极为特殊的应用前景#

( 主要特征特性

极早熟糯玉米单交种"生育日数&出苗至成熟’
T) G 左右"需活动积温 ! +T#V(G 左右# 株高 ("" LC
左右"穗位高 &" LC 左右"叶鞘紫色"花丝粉色"穗长

!T LC 左右"穗粗 U/T LC 左右"穗行数 !( W !T 行"行

粒数 )( 粒"穗轴粉色"硬粒粒型"子粒白色"百粒重

(+ : 左右$ 鲜果穗长 (" LC 左右" 采收期鲜果穗重

("" :左右"口感较好# 支链淀粉!""X"粗蛋白!"/)TX"
粗脂肪 &/""X"粗淀粉 +"/&TX"赖氨酸 "/))X# 抗病

性好"活秆成熟"果穗一致性好"结实性好"商品率

高#芽势强"发苗快"后期脱水快"根系发达"抗倒伏"
适宜密植"花粉量大"一般单产 # #"" Y: Z 7C(# 克山

&黑龙江省’ 地区直播种植在 T 月 # 日左右采收鲜

穗"出苗至采收鲜穗一般 +U G 左右#

) 产量表现

!%%T W !%%%年所内产量鉴定试验平均产量# T!&
Y: Z 7C("较对照孚尔拉增产 +/&X"!%%T W !%%% 年异

地鉴定试验平均产量 # !(( Y: Z 7C(" 较对照孚尔拉

增产 U/UX$(""" W (""!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 #%#
Y: Z 7C("较对照孚尔拉增产 #/)X$(""( 年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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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较低!这 $ 个自交系有一定利用价

值!其它 % 个自交系不利性状多!有利性状少!利用

价值较低"

$ 结 论

&’( 组合配合力总效应只能用以反映杂交组合

的优劣!无法反映某一亲本自交系的优劣!而自交系

配合力总效应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自交系产生杂

种优势的能力! 还能够直观地用于自交系配合力的

比较!因而可以作为衡量自交系优劣的重要指标"
&%( 在参加试验的九个自交系中!昌)*%的利用

潜力最高!其次为洛+,#济-$$#郑%%!豫.)+/#中)%#

.,.!而洛 /-00#郑 -. 则利用潜力较低"
&$( 所有组合出籽率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主要原

因是近年来河南省各育种单位在选育自交系时均把

出籽率作为主要指标加以重视!因而!选出的自交系

出籽率均达较高水平!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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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 - -%+ HI J =G%!较对照孚尔拉增产 $3.K"
鲜果穗产量一般为 %% +++ HI J =G%!生物产量一

般为 -+ +++ HI J =G%"

0 应用范围

&’( 鲜食利用

鲜食玉米第一期种植的品种! 在同等栽培条件

下!品种熟期的早晚!尤其是出苗至鲜穗采收时的天

数!是关系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克粘 / 号作为极早

熟糯玉米品种!因极早熟性!已成为鲜食市场上第一

期种植的首选品种! 为广大种植者带来了极为可观

的经济效益"
&’) 加工利用

克粘 / 号适口性好!风味佳!子粒白色!可以用来

搞速冻加工’成熟子粒可以用来加工糯玉米面#糯玉

米糁#糯玉米米查等"
&’* 牧区应用

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沿麓! 内蒙古的呼伦贝

尔盟#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吉林省的长白#敦化地

区!河北省的坝上地区!存在着广阔的农牧交错带!
这些地区牧业及养殖业比重较大! 随着国家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的实行!这类地区对适植饲料#饲草优

质新品种需求极为迫切! 而克粘 / 号的推广应用正

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 其它应用

由于克粘 / 号熟期极早!可以作为救灾品种!也

可作为与蔬菜等作物多季作种植的搭配品种"

- 栽培要点

由于花粉直感作用# 极早熟性以及多种利用的

特点! 使克粘 / 号在栽培上与普通玉米有着显著不

同的特点!种植者宜根据利用目标!合理选择栽培方

式!从而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7/L 选地$如果以获得糯质玉米子粒为目的!为

防止外来花粉的侵染!保证品质!选地时距离隔离一

般应在 $++ G 以上!但克粘 / 号由于花粉量大!自身

花粉亲和力较好!距离隔离可在 %++ G 以上!地板平

整!地力均匀!土质肥沃" 时间隔离花期应至少相距

%+ 天以上!而在具备有效屏障物的情况下!可以适

当减少隔离距离或花期相距天数" 如果以牧业利用

为目的!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降低隔离标准

或不隔离"
7%( 施肥$在多数情况下!糯玉米作为经济作物

加以利用!因而具有集约经营的特点!应合理增施有

机肥! 适当施用化肥! 腐熟有机肥一般应在 /- +++
HI J =G% 左右! 二铵一般 /.+ HI J =G%! 尿素一般 %%+
HI J =G%"

7$( 适期早播和分期播$一般直播情况下!应适

时抢播!确保一次播种达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
以充分发挥群体的增产潜力"如要提早上市!可采取

覆膜#覆双膜#育苗移栽等技术!并采用分期播的方

式延长鲜食玉米供应时间"
70( 合理密植$克粘 / 号具有耐密植的特点!只

有在合理保证密度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一般保苗密度为 )- +++ 株 J =G%!在收获饲料#饲草

的情况下可保苗 .+ +++ 株 J =G% 左右! 保苗太稀!易

生分蘖"
7-( 加强管理$$ 叶期进行间苗!- M , 片叶时定

苗!适时铲趟#除草和去除分蘖!注意防治病虫害等"
7,( 适期收获$鲜食玉米采收鲜穗一般在玉米授

粉后 %% M %0 天!但克粘 / 号属于中粒品种!采收期

不宜过早!否则会由于内容物少导致品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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