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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杂交种吉东 ! 号的选育技术报告

刘 伟!张世英
,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 辽源 !-&("".

摘 要! 吉东 & 号是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农科所以自选系 /"! 为母本"外引系丹 #%0 为父本组配而

成的玉米杂交种# 经过 # 年的各级试验示范结果表明" 在吉林省两年区域试验中该品种比对照新铁 !" 平均增产

!*1(2"吉东 & 号幼苗早发性强"植株生长健壮"高抗玉米各种病害"抗倒伏"综合农艺性状优良"适应性强"一般产量

都在 0 &+"1! 34 5 67( 以上#

关键词! 玉米杂交种$吉东 & 号$品种选育

中图分类号! 8#!-1"-#1! 文献标识码! 9

! 品种来源及选育经过

吉东 & 号’原代号双东 & 号.是吉林省吉东种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农 科 所 !%%0 年 冬 于 海 南 以 自 选 系

/"! 为母本" 外引系丹 #%0 为父本组配而成的玉米

杂交种# /"! 是农科所 !%%# 年冬于海南以 #""- 为

母本"齐 -!% 为父本杂交而成的 :! 代"以其作为母

本与 +%(( 作为父本杂交" 经南北连续自交 0 代"于

!%%% 年选育而成的多抗%质优%配合力高的玉米自

交系# 丹 #%0 是 !%%+ 年从丹东农科所引入#
吉东 & 号于 !%%% 年参加吉东种业农科所内比

较试验"(""" 年参加东辽县晚熟区各乡站联合比较

试 验 "(""! 年 参 加 吉 林 省 玉 米 杂 交 种 预 备 试 验 "
(""( ; (""- 年参加吉林省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 从

(""" 年开始在吉林省晚熟区域及辽宁北部开始多

点试验示范和大面积试验#几年试验结果表明"吉东

& 号增产潜力大"抗玉米各类叶斑病"高抗玉米丝黑

穗病"保绿性好"适应性强"明显优于对照新铁 !"#
(""- 年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是

一个具有推广前景的新品种#

( 特征特性

’!.种子性状# 子粒黄红色"半马齿型"百粒重

(+1- 4"品质中上等#
’(.幼苗及植株性状# 幼苗生长健壮"早发性好"

叶鞘紫色"叶色浓绿"叶缘紫色# 株高 (0# <7"穗位

!(# <7"全株 (( 片叶"雄穗分枝较多"花药浅紫色"
花粉量大#

’-.果穗及子粒性状# 果穗筒锥形"子粒黄色"马

齿型"穗长 (-1* <7"穗粗 #1% <7"穗行数 !& 行"穗轴

红色"单穗粒重 (+#1% 4"出籽率 0"1+2"商品品质优

良"百粒重 -#1+ 4#
’*.生育日数# 生育期为 !-" ="与对照品种新铁

!" 熟期相仿#
’#.抗逆性#吉东 & 号综合性状较好"(""( ; (""-

年经吉林省农科院和吉林农大人工接种联合抗病鉴

定结果表明"高抗玉米各类叶斑病%丝黑穗病%黑粉

病和茎腐病"抗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和玉米螟# 同时对

自然发病的纹枯病%粗缩病等都有较好的抗性#
’&.品质# 吉东 & 号经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

表 " 吉东 ! 号历年抗病人工接种鉴定结果

鉴定单位 年份
大斑病 弯孢菌叶斑病 丝黑穗病 黑粉病 茎腐病 玉米螟

病级 抗性 病级 抗性 发病率’2. 抗性 发病率’2. 抗性 发病率’2. 抗性 心叶期’级. 抗性

省农科院 (""( !1" >? - ? (1" ? "1" >? !!10" @? -1"" ?
省农科院 (""- !1" >? - ? "1" >? -1& ? -1&" >? -10" ?
吉林农大 (""- "1# >? - ? "1" >? -1#+ >? -1#+ >?

品质分析室检测结果表明"其品质优良"营养丰富"

收稿日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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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表现

#$" 东辽县品种比较试验

(""" 年参加东辽县联合品种比较试验"平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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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 !! ""#$% &’ ( )*+!比对照新铁 !" 增产 !,-./"
!"# 吉林省玉米杂交种预备试验

+""! 年参加吉林省预备试验!结果平均单产为

% #"#$0 &’ 1 )*+!比对照新铁 !" 增产 0$+/!居晚熟组

第 !. 位"
!"! 吉林省玉米杂交种区域试验

+""+年参加吉林省区域试验!平均单产为!! +%.$!
&’ 1 )*+! 比对照新铁 !" 增产 !"$,/! 居晚熟组第 !
位2表 +3"

!"$ 吉林省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

+""4年参加吉林省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
&’ ( )*+!比对照增产 !+-,/!居晚熟组第 0 位#同年

参加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 ,."-! &’ ( )*+!比对照增

产 !0-+/!居晚熟组第 ! 位2表 4$表 05"

+""+ 6 +""4 两年区试当中参试共 !0 个点次!
全部增产!产量幅度在 % %7.-! 6!+ .7"-" &’ 1 )*+!平

均产量为 !" 7%4-74 &’ 1 )*+! 较对照增产 !!-%/!居

晚熟组第 ! 位"

表 # #%&’ 年吉林省区域试验产量结果(晚熟组)

试验地点
产 量 对照产量 比对照增产

位次8&’ 1 )*+5 2&’ 1 )*+5 2/5

吉林省农科院 !! 040$4 !" 0#!$! #$" +
郝育农科院 !! %#!$. # 7%,$! +0$! +
长岭金园农科所 % #".$" % 7%,$" 4$. #
长春市农科院 !! 07+$0 !! +,!$# !$. !!
吉东种业 !+ .7"$" !! !!!$! !0$% !
平 均 !! +%.$! !" +".$+ !"$, !

表 ! 吉林省区域试验结果

试验地点
产 量 对照产量 比对照增产

位次2&’ 1 )*+5 2&’ 1 )*+5 2/5

吉林省农科院 !" 4#"$, # !%0$% !4$! 7
郝育农科院 # ,0,$# % "4#$! +"$" !
公主岭种子公司 !" .4"$4 % #0!$# +"$" !
德农四平分公司 !" +!,$. # 77+$% ,$# !,
农安王义 !" +4"$% % #+4$! !0$. 4
吉林农大 !! ,7,$" !! +0#$" 4$, 7
双辽双丰种业 # 7""$" % 07%$4 !+$4 !0
长春市农科院 % %7.$! % ".!$0 #$. !7
吉东种业 !" 7"7$7 # ".+$+ !7$% 4
平 均 !" !#+$. # "70$. !+$, 4

表 $ 吉林省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试验地点
产 量 对照产量 比对照增减

位次2&’ 1 )*+5 2&’ 1 )*+5 2/5

公主岭种子公司 % ,",$+ . !.!$. !,$. !
吉林省原种场农科所 # %."$" % ++7$" !,$. !
梨树县粮丰种业 % %0,$4 . ,#+$7 !4$" 4
吉东种业 . %,,$, , 777$7 +"$" !
吉林农大试验站 % 7",$4 . 44#$, !7$# .
长岭金园种业 . #""$" % +""$" 94-. !!
登海种业四平试验站 # "#7-0 . .%7-. !0-0 4
平 均 % ,."-! . 7#"-0 !0-+ +

!"* 省内外大面积示范试种

吉东 , 号 +""! 年开始在省内外多点试验!+"""
年在长岭安排的新品种展示田!各种优良性状突出!
抗逆性好#+""! 年种植面积达 7 )*+! 全县安排 +"
个点次!产量达 !" !"!-7 &’ ( )*+!比对照新铁 !" 增

产 !"-#/#+""+ 年农安种植 !" )*+! 平均产量及综

合抗性都明显超过新铁 !"" 到 +""4 年在全省的松

原$长岭$农安$德惠$公主岭等地区开始大面积试

种!面积达 + 万 )*+" 同时该品种在河南$湖北开始

试种!面积达 7" )*+!到 +""0 年省内外种植面积达

, 万 )*+"

0 栽培技术要点

$+, 确定播种期

北方春玉米区在 0 月中下旬即可播种! 为了防

治地下害虫!种子最好包衣" 当地温稳定通过 !":
时进行播种"
$+’ 栽培密度

该品种为稀植大穗型品种!增产潜力大!种植密

度为每公顷保苗 0-7 万株较适宜"
$+! 合理施肥

应施足底肥$ 口肥! 底施农家肥 + 6 4 万 &’ (
)*+!磷酸二铵 +7" &’ ( )*+" 在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4.7 &’ ( )*+ 左右"
$+$ 制种技术要点

2!5选择土壤条件较好!隔离区在 4"" * 以上的

地块作制种田"
2+5父母本行比为 !;, 较适合"
245先播父本!待父本拱土后播母本"
205去杂去劣" 结合田间间苗去掉杂株$病苗!拔

节期$抽雄前严格去杂" 收获后和脱粒前进行穗选"
275及时去雄!做到雌雄不见面!母本做到摸苞

带叶2! 6 + 片叶5去雄"
2,5母本每公顷保苗 7-7 万株左右!父本每公顷

保苗 7 万株左右"
2.5高茬晾晒$收获" 在 # 月 !7 日收割后!高茬

晾晒!在向阳通风的地块!留玉米茬 0" <* 左右!每

挂 7 穗左右挂在玉米茬上! 待水分降至标准水分后

方能入库"

7 适宜种植区域

该品种高抗各种病害! 抗倒伏! 综合农艺性状

好!适应性强"经多年试验结果表明!在吉林$辽宁等

地凡能种植新铁!"$农大!"%的地区均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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