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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吉程 178 选育及栽培技术
秦宝军　李成军　勾千冬　朱秀森

（吉林省辽源市农业科学院，辽源 136200）

摘要：吉程 178 以自交系 M95 为母本、自交系 C388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 2012 年完成组配，经过 6 年的测试试验，

于 2018 年通过吉林省审定。具有高产、优质、广适等特点，于 2018 年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适宜在吉林省

晚熟区推广。经过多年试验总结出该品种及双亲的特征特性、产量、综合抗性及栽培制种技术要点，进而指导玉米生产，为农

民增产增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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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其种植

面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 , 在农作物当中占有重要地

位 [1]。东北春玉米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热资源

丰富，水资源充足，是玉米的主产区，随着土地流转、

农民进城务工和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农业种

植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玉米更适于机械化发展之

路 [2]。但目前推广的许多玉米品种与机械化收获之

间不相适应的问题凸显，要求玉米新品种选育不仅

在高产、优质、耐密、多抗、广适方面有所突破，更要

适合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收获，加速选育推广适宜

机收子粒玉米新品种，推广玉米早播、晚收技术，做

到农机农艺融合发展，良种良机良法配套，是实现玉

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 [3]。为此，

我们广泛收集符合育种目标的种质资源，经过多年

南繁北育，多年多点试验，选育出米质优良、产量高、

抗病性好、脱水快、耐密植、果穗均匀、轴细粒深的玉

米品种吉程 178。
1　品种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M95　是以 M54×M03 为基础材料，经 6
代自交选育而成。该自交系生育期 127d。幼苗叶

鞘紫色，叶片绿色，植株收敛。株高 218cm，穗位高

81cm。成株叶片 19 片，雄穗分枝 3~5 个。花药黄色，

花丝紫色，花粉量中等，果穗筒形，穗长约 14.4cm，

穗粗 4.4cm，粒行数 16 行，单穗重 138g 左右，穗轴

红色。籽粒黄色、马齿型，百粒重 35.2g。
1.2　父本 C388　是以 H498-2×S121 为基础材料，

经 6 代自交选育而成。该自交系生育期 127d。幼苗

叶鞘紫色，叶片绿色，植株收敛。株高 208cm 左右，穗

位 75cm 左右。成株叶片 18 片，雄穗分枝 3~5 个。花

药黄色，花丝绿色，花粉量大，雌雄协调。果穗筒形，

穗长 14.2cm，穗粗 5.0cm，粒行数 18 行，单穗粒重 113g
左右，穗轴白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重 32g。
1.3　品种选育　吉程 178 为 2012 冬年组配杂交种，

2013 年初级鉴定试验，2014 年产比试验，2015 年异

地试验，2016-2017 年参加吉林省绿色通道试验。

2018 年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

定编号：20186005。
2　产量表现

2016 年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12068.9kg，
比对照品种郑单 958 增产 5.2% ；2017 年区域试

验平均产量 12399.6kg，比对照品种郑单 958 增产

10.8% ；2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12234.3，比对照品

种增产 7.9%。2017 年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12033.3kg，比对照品种郑单 958 增产 5.8%。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农艺性状　该品种在东北春播生育期与郑

单 958 相当。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紫色，

花药黄色，花丝粉色。株型紧凑，叶片上冲，株高

291cm，穗位高 116cm，成株叶片数 21 片，雄穗一级

分枝 3~5 个。果穗筒型，穗长 20.8cm，穗粗 5.4cm，

穗行数 18 行，穗轴红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百粒

重 38.2g，出籽率 87.0%。

3.2　抗病性　2017-2018 年经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和

吉林农业大学 2 年 4 点次人工接种抗病（虫）害鉴

定：吉程 178 高抗茎腐病，中抗丝黑穗病，抗穗腐病、

灰斑病、大斑病。

3.3　品质　2018 年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检

测中心测定：吉程 178 籽粒容重 739g/L，粗蛋白含量

8.22%，粗脂肪含量 3.71%，粗淀粉含量 76.91%，赖

氨酸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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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冬性小麦新品种科林麦 969
冯宝艳 1　王　锋 1　李修立 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管理委员会，新乡 453731；2 河南科林种业有限公司，新乡 453731）

摘要：豫审科林麦 969 是河南科林种业有限公司以周麦 16/ 偃展 4110 F1 为母本，百农 AK58 为父本，通过常规有性杂交育

种方法，协调高产、广适等性状指标间的关系而育成的小麦新品种。该品种属半冬性中熟品种，矮秆抗倒伏，综合抗病性好，综

合适应性广，且具有大穗、高产等优点，在黄淮南片小麦生产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根据种植经验，总结了该品种

的高产栽培技术。

关键词：小麦；科林麦 969；特征特性；栽培技术

豫审麦 969 是河南科林种业有限公司以周麦 16/
偃展 4110 F1 为母本、百农 AK58 为父本，通过常规有

性杂交育种方法，协调高产、广适等性状指标间的关

系而育成的小麦新品种。2018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180032。
该品种属半冬性中熟品种，适宜在河南省（南部长江

中下游麦区除外）早中茬地种植。经过近两年的多

点试验、示范种植，表现矮秆抗倒伏、综合抗病性好、

综合适应性广且具有大穗、高产等优点。

1　特征特性
1.1　综合农艺性状优　该品种属半冬性中熟品种，

全生育期 230~233d，与对照品种周麦 18 熟期相当。

幼苗半直立，苗期叶片宽长，叶色浓绿，苗势较壮，分

蘖力一般，冬季抗寒性好。春季起身早，两极分化

快，苗脚利索，抽穗较早，耐倒春寒能力一般。株高

76.8~80.2cm，株型偏松散，茎秆较粗、弹性较好，抗倒

性较好。旗叶较大、上举，穗下节长。耐后期高温能

力一般，熟相一般。穗近长方形、较大，结实性好，籽

粒半角质、饱满度较好。每 667m2 穗数 35.6 万 ~40.5
万穗，穗粒数 33.7~36.2 粒，千粒重 44.3~50.8g。
1.2　综合抗病性强　2016 年经田间自然鉴定：高抗

条锈病，中抗纹枯病、白粉病、赤霉病，叶锈病、叶枯

病发病较轻。经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抗病性鉴定：

2015 年慢条锈病，中抗纹枯病，中感叶锈病，感白粉

病和赤霉病；2016 年高抗条锈病，中感纹枯病，感叶

锈病、白粉病和赤霉病。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时播种　该品种在东华北春播区 4 月下旬

至 5 月上旬 5~10cm 地温稳定在 10℃以上时播种为

宜。实行机械化播种或人工点播，播种深度以种子

至土壤表层 3~5cm 最佳，播种后采用镇压技术，以

利于出苗一致。

4.2　合理密植　吉程 178 喜肥水，因此应选择中等

肥力以上地块种植，增产潜力高。种植密度一般保

苗 6.0 万株 /hm2。

4.3　科学施肥　底肥：每 667m2 施用农家肥 1500kg，
玉米专用复合肥 35kg ；追肥：拔节后追施尿素 25kg。
注意种肥隔离，以免烧苗。也可根据情况，采用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最好增施腐熟有机肥 30000kg/hm2[4]。

4.4　防虫、除草、化控　播种后要趁土壤湿润或者

雨后及时喷施玉米封闭除草剂。及时喷施玉米防虫

类药物，在玉米大喇叭口期用 BT 颗粒剂或 1.5% 辛
硫磷颗粒剂防治玉米螟，或者放赤眼蜂进行生物防

治玉米螟。在 7 月中旬喷施杀菌剂进行玉米大斑病

等叶部病害防治。

4.5　及时收获　在 10 月份玉米成熟后及时收获，可

以采取机械收获，降低收获成本。可以适当晚收，晚

收玉米成熟度好，色泽籽粒饱满，进而提高玉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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