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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栽培技术
4.1 播种　前茬作物以玉米为好，播种前结合覆膜

每 667m2 施入种肥磷酸二铵 5kg，加复合肥 15kg 或

向日葵专用肥 30kg，均匀撒施在地表，并耙平压实。

该品种属中晚熟品种，适宜在甘肃武威、张掖、

酒泉≥ 10℃活动积温 2300℃以上地区播种。一般播

种时间为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播种深度 3~4cm，为

防止向日葵螟的为害，不可种植过早或太迟。按照

垄宽 90cm、沟宽 50cm、垄高 25cm 起垄，地膜覆盖由

垄沟盖至垄面，每垄种 2 行，行距 55cm、株距 50cm，

2~3 片真叶时定苗，种植密度 1900~2200 株 /667m2。

4.2 田间管理　施肥灌水　现蕾期第 1 次灌水，开

花初期、盛期、灌浆期分别灌 1 次水，全生育期共计

灌水 4 次，每次灌水量 55~60m3/667m2。分 2 次追

肥，现蕾期每 667m2 施 N 肥 4.5~5.0kg，盛花期追施

N 肥 2.5kg、P2O5 0.5~1.0kg、K2O 3.0~5.0kg。

辅助授粉　开花期，无蜂源时，每隔 3335m2 放

置一箱蜜蜂，结实率可达 90% 以上。也可以进行人

工辅助授粉，使用直径为 10cm 的圆形托盘，铺一层

厚约 1~2cm 的棉花，用纱布包好，在向日葵花盘上

逐个涂抹均匀，每 2~3d 涂抹 1 次。

4.3 收获与贮藏　一般在开花后 50~55d、花盘背

部发黄、苞叶呈黄褐色、下部叶片干枯脱落时收获。

参照 GB/T 11764 和 NY/T 1581 规定指标分级、包装，

在 13℃以下低温、干燥、通风的室内环境下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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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跨越 10 余个经、纬

度，从南到北可分为 6 个积温带 [1]。黑龙江省第三积温

带是主要的玉米区，包括黑龙江省西部的讷河市、依安

县、克山县、拜泉县，东部的双鸭山市、尚志市、鹤岗市、

宝泉岭农场、建三江农场等。该区域生态环境多变，品

种复杂多样，缺乏耐密植、抗病、抗旱、抗倒伏品种 [2-4]。

玉米新品种齐丰 993 的选育及栽培制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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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克山 161600）

摘要：齐丰 993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用自育自交系 HB414 为母本、HA131 为父本组配的早熟普通玉米杂交种，

2019 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黑审玉 20190031）。齐丰 993 在早熟、高产、稳产、优质、耐密、抗

病、适宜机械化等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在耐密植、田间站秆强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现对其亲本特征特性和高产制种技术措施

进行介绍，为后续制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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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繁种技术研究（GA18B101）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利用自有早熟玉米骨干

自交系为基础材料，与国外引进的优良资源融合，对目

标性状进行改良，选育出早熟新品种齐丰 993。

1　品种来源
1.1 母本　HB414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育成的早熟玉米自交系，由含兰卡血源的 HB410 和

KWS10×KWS73 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的早熟玉米自交

系。在克山地区生育日数 114d，需≥ 10℃的活动积温

2150℃左右。株高 170cm，穗位高 70cm，一般株型，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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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m，穗粗 4cm，穗轴白色，花丝绿色或浅粉色，穗行数

12~16 行，籽粒浅黄色，中间粒型，百粒重 28.0g。

1.2 父本　HA131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育成的早熟玉米自交系，以含有黄系血源的材料

和欧洲硬粒为基础材料，经过 6 代系谱选育而成的

早熟玉米自交系。在克山地区生育日数为 117d， 
需≥ 10℃的活动积温 2250℃左右。株高 160cm，

穗位高 65cm，普通株型，花丝浅紫色，穗长 16cm，穗

粗 4cm，穗行数 12~16 行，穗轴白色，硬粒型，百粒重

28.0g，该系大斑病、丝黑穗病发病轻。

1.3 选育过程　2012 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用 HB414 与 HA131 杂交配组；2013-2015 年在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试验地进行产量鉴定试

验；2016-2017 年参加黑龙江省普通玉米六区试验；

2018 年参加黑龙江省普通玉米六区生产试验；2019
年 3 月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

定编号：黑审玉 20190031），命名为齐丰 993。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在适应区生育日数为 113d，需≥ 10℃

活动积温 2200℃。幼苗期第 1 叶鞘紫色，叶片绿色，

茎绿色。株高 250cm，穗位高 90cm，成株可见 13 片叶。

果穗圆柱型，穗轴白色，穗长 21.5cm，穗粗 4.6cm，穗行数

14~18 行，籽粒偏硬粒型、黄色，百粒重 35g。

2.2 品质及抗性　2017-2018 年经农业部谷物及

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容重

753~760g/L，粗淀粉（干基）71.51%~72.59%，粗蛋白（干

基）10.21%~10.33%，粗脂肪（干基）4.96%~5.46%。

2016-2018 年经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病害接种鉴定：大斑病 7 级，丝黑穗病发病率

17.5%~26.0%，茎腐病发病率 6.0%~12.5%。

3　产量表现
2013-2015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试验地进行鉴定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10210.7kg，比

对照鑫科玉 2 号增产 11.5% ；2015 年参加黑龙江省

普通玉米六区品比试验，产量和抗病表现突出，晋升

黑龙江省品种区域试验；2016-2017 年参加黑龙江省

六区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10636.3kg，较对照鑫科玉 2
号增产 11.2% ；2018 年参加黑龙江省六区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 9413.5kg，较对照鑫科玉 2 号增产 3.2%。

4　栽培技术要点
齐丰 993 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播种，没

有前茬药害的情况下，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

质肥沃的地块进行种植。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包衣，

防治玉米丝黑穗病、地下害虫和低温冷害。适宜

播种时间为 5 月 5 日前后，土壤 10cm 地温稳定通

过 8℃为宜，使用精密播种机播种，一般种植密度在

82500~90000 株 /hm2。施肥要因地制宜，每 hm2 可一

次性施入玉米专用缓释肥 600~750kg，或者磷酸二铵

180kg、硫酸钾 50kg 作种肥，拔节期施入尿素 225kg。

5　制种技术要点
5.1 保证亲本种子质量　亲本的保纯技术按育种家

种质资源的保存程序进行。生产原种和繁育、提纯亲

本种子应该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承担，同时要保

证种子的纯度、净度、水分和发芽率达到国家标准。

5.2 制种地块选择　确保没有前茬药害，选择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排灌方便的地块。齐丰 993 制种田

区域应需≥ 10℃的活动积温 2500℃以上，保证种子

正常成熟。制种区的四周隔离距离应该在 300m 以

上，防止混杂，确保种子的生产质量。

5.3 播种期及田间管理　父母本同期播种，比例为 
1∶4 或 1∶6，父本独立成行，母本种植密度不小于

82500 株 /hm2。整个生长季节注意水肥管理，尽量

使母本发育时期一致，细致观察各个生长时期，及时

挑出杂株、病株、发育迟缓株，保证母本去雄的一致

性。父本散粉前，剔除杂株，授粉结束后及时砍除父

本，这样既增加制种田通风透光性，减少病害，又保

证杂交种纯度，增加制种产量。

5.4 适时收获　母本授粉 40~45d，果穗苞叶变黄、

松散，籽粒出现黑层，乳线消失，结合天气情况，适时

收获，一般收获时间在 10 月中旬。收获时注意剔除

杂穗和病穗，及时晾晒或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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