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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山区高产广适玉米杂交种

毕三 ! 号的选育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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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三 . 号是我所根据黔西北山区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于 !%%! 年用自选的玉米单交种毕单 & 号作母

本"自选的地方系大青 !.. 作父本杂交组配而成的玉米新品种#该品种高产稳产"品质好"抗逆性强"适应性广#!%%%
/ ("". 年累计示范推广 0 )%!1# 23("新增总产量 #(#1%& 万 45"增加产值 #,01## 万元#

关键词! 玉米$杂交种$毕三 . 号$品种选育$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 6#!.1".#1! 文献标识码! 7

黔西北山区位于东经 !")8!,9 / !"&8"!9" 北纬

(&8)!9 / (,8(09# 总面积 (& 0#. 43("其中耕地面积

.%) )%" 23(’水田 )% %0. 23("旱地 .)) #", 23(-"人

均耕地面积 "1"& 23(# 玉米是该区主要粮食作物"常

年播种面积在 (. 万 23( 以上"占贵州省的三分之一

左右"(""" 年总产量达到 !"#1&) 万 :" 占全区粮食

总产量的 )#1#0;# 玉米生产的发展在全区粮食生产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玉米单产的高低"总产量的

多少" 直接影响着全区粮食的增减# 由于全区境内

山高坡陡"海拔高差大’( )). 3-" 生态类型多样" 许

多外引玉米品种因不适应而难以推广" 特别是在海

拔 ! 0"" 3 以上的高海拔生态区" 生产上一直沿用

农家品种"玉米单产水平低"单产仅 . """ 45 < 23( 左

右"与全国和全省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针对该地

区实际"为促进玉米高产稳产和加快全区经济发展"
我们利用优良玉米自交系进行杂交组配" 经过多年

试验%示范鉴定"选育出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玉米

杂交种毕三 . 号" 适应我省海拔 ! %"" 3 以下的中

下等肥力地区栽培"推广面积逐年扩大"增产效果十

分显著#

! 亲本来源及选育经过

毕三 . 号是我所于 !%%! 年用自选的玉米单交

种毕单 & 号作母本" 自选的地方系大青 !.. 作父本

杂交组配而成# !%%( 年参加所内玉米杂交种观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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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从 事 玉 米 杂 交 种 的 选 育 工 作 # =>?!"0#,$0...)%!
!.,"0#,&"(0 @$3AB?!C23!%#%D!&.1EF3

验 "!%%. 年 参 加 所 内 玉 米 杂 交 种 坡 地 预 备 试 验 "
!%%) 年参加所内玉米杂交种坡地品比试验"!%%) /
!%%# 年参加地区玉米杂交种坡地区域试验"!%%& /
!%%, 年参加地区玉米杂交种坡地生产试验#!%%% 年

!( 月通过毕节地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产量表现

"#$ 观察和品比试验产量

毕三 . 号于 !%%( 年参加所内玉米杂交种观察

试验" 产量 0 0%,1(# 45 < 23(" 较对照 ".#$&G,, 增

产 (%1!0;# !%%. 年参加所内玉米杂交种坡地预备

试验" 产量 & "%,10 45 < 23(" 较对照 ".#$&G,, 增产

((1,;"居 !# 个参试种的第 ! 位# !%%) 年参加所内

玉米杂交种坡地品比试验" 产量 # %""1) 45 < 23("较

对照 ".#$&G,, 增产 !%1,);" 居 !" 个参试种的第

( 位#
"%" 区试和生产试验产量

!%%) 年参加毕节地区玉米杂交种坡地组区域

试验" 平均产量 & "&.1" 45 < 23("& 个试点中最高产

量为 , ("!1"# 45 < 23("最低产量 ) %%#1!# 45 < 23("平

均增产 ("1&#;" 位居 !( 个参试种的第 ) 位# !%%#
年继续参加毕节地区玉米杂交种坡地组区域试验"
该品种产量 . )%"1(" / % (("1&# 45 < 23(" 平均产量

# .0(1" 45 < 23("平均增产 %1,!;"居 !( 个参试种的

第 , 位# 综合两年区试结果" 平均产量 # ,((1# 45 <
23("较对照 ".#$&G,, 增产 !#1(#;"两年 !. 个点次

增产点 !( 个"占 %(1.;"增产 0;以上的点 % 个"占

&%1(;# !%%& 年参加毕节地区玉米杂交种坡地组生

产试验"最高产量 , .(!1# 45 < 23("最低产量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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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个试点平均单产 ( )*(+, !" # $%&! 较对照

增产 -’+*." 在 -//0 年生产试验中!& 个点平均产

量 * 1&-+2 !" 3 $%&!较对照 2’,4(500 增产 -0+-6" 综

合两年生产试验结果!两年的平均产量 , ,,(+-, !" 3
$%&!较对照增产 -0+-6!增产 16以上的点有 * 个!
占试点的 126"
!"# 示范推广产量

毕三 ’ 号 -/// 7 &22’ 年在贵州省毕节地区 0
县 - 市# 六盘水和云南省镇雄县等地累计示范推广

1 */-+, $%&!平均增产玉米 (-/+* !" # $%&!累计新增

总产量 ,&,+/( 万 !"! 产品按毕节市场价每 -+- 元 #
!" 计算!新增总产值 ,01+,, 万元"其中!&22& 7 &22’
年列为国家科技部黔西北山区优质杂交玉米新品种

示范项目的示范用种! 示范面积 0(0+0’ $%&! 验收

&(+(1 $%&!平均玉米产量 * *1,+*, !" # $%&!比对照种

本 地 二 道 早 8& &10+/, !" 3 $%&9增 产 & -/0+, !" 3 $%&!
增产率达 /(+2,6!总增产玉米 -(1+0- 万 !"!新增总

产值 -1,+,1 万元!社会经济效益极为显著"

’ 特征特性

#"$ 植株生长特性

毕三 ’ 号属中秆中熟品种!全生育期8播种至成

熟9-&1 : 左右!较对照 )’,;(500 早熟 - 7 ’ :" 该品

种苗期生长健壮!长势强!植株整齐!茎秆粗壮"株高

&&1 <%!穗位高 1) <% 左右!叶片数 -1 7 -/ 片!雄穗

颖壳紫红色!花丝红色!叶鞘浅紫红!叶片中披散!叶

色浓绿!植株塔形"
#%! 经济性状

毕三 ’ 号果穗锥形!穗长 -(+, <%!穗粗 *+* <%!
穗行数 -& 7 -* 行! 行粒数 ’, 7 *) 粒! 穗粒数 *,)
粒左右!出籽率 1’.!千粒重 ’&) 7 ’/) "" 子粒白

色!半硬粒型!种皮薄!食味好"
#"# 抗逆性

毕三 ’ 号抗大小斑病#丝黑穗病#纹枯病和青枯

病!抗旱#抗倒伏能力较强"

* 适应范围

毕三 ’ 号在进行多点试验中!试点分布在 - -))
7 - /)) %! 不同的海拔高度均获得较好的增产效

果" 如 -//1 年在纳雍县董地乡黎明村发那河边8海
拔 - -)) %9! 产 量 ( ,’0+( !" 3 $%&! 较 对 照 增 产

-(+’0.$&))- 年在毕节市放珠镇试点 8海拔 - /))
%9!产量 ( /,1+, !" 3 $%&!较对照增产 &*+(,." 由此

可见!毕三 ’ 号适宜我区海拔 - -)) 7 - /)) % 中上

等或中下等土壤肥力地块栽培"

, 栽培技术要点

8-9合理布局! 精细整地" 选择海拔在 - -)) 7
- /)) % 范围内中上等或中下等土壤肥力地块栽培!
要求土地耕耙平整!土壤细碎!以利出苗"

8&9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在当地土温稳定通过

-)=时为播种适期! 我区一般在 ’ 月中下旬至 * 月

中上旬播种" 清种密度为 ,1 ,22 7 (- ,22 株 3 $%&$
与 小 麦# 马 铃 薯 套 作 密 度 为 ,& ,22 7 ,1 ,22 株 3
$%&"

8’9施足底肥!重施穗肥" 底肥施有机肥 -, 222
7 && ,22 !" 3 $%&!并配合磷肥 ’22 7 ’0, !" 3 $%& 混合

沤制施用" 追肥两次%第一次于 , 7 0 叶期施用!追

尿素 0, 7 -,2 !" 3 $%&!第二次于大喇叭口期施用!追

尿素 &&, 7 ’22 !" 3 $%&" 肥料离玉米茎秆基部 -2 <%
左右!切忌肥料施在玉米基部茎秆上"

8*9及时管理" 玉米播种后要及时浇水防旱!保

证苗齐#苗全#苗壮!适时追肥!及时中耕除草和防治

病虫害"

( 制种技术要点

8-9选地施肥" 选择隔离条件好#土壤肥力中上

等的地块作制种区!施底肥 && ,22 7 ’2 222 !" 3 $%&!
追施氮肥 &-2 7 &00+, !" 3 $%&"

8&9适当密植" 种植密度不少于 (0 ,22 株 3 $%&"
其中母本密度不少于 ,& ,22 株 3 $%&" 父母本行比以

->* 较适宜"
8’9错期播种" 为达到花期相遇!播种时 026的

父本与母本同播! 待母本 - 叶 - 心时再播第二期父

本8’269"
8*9加强管理" 除抓好常规栽培管理外!要及时

去杂去劣去雄!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制种产量"
8,9及时收获" 种子成熟要及时收获!父母本单

收单烘单脱!确保种子纯度!以利丰产丰收"

0 推广应用前景

黔西北山区是一个多生态类型的地区! 生态环

境复杂! 很多外引玉米品种因气候条件不适应而被

淘汰" 经过连续 , 年的大面积试验示范和推广实践

充分证明!杂交玉米新品种毕三 ’ 号产量高!抗逆性

强!适应性广!并且因子粒白色!半硬粒型!种皮薄!
食味好!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在黔西北山区乃至与

之气候条件相当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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