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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创玉358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王　磊 1　牛建斌 2　熊元超 3　杨小利 4

（1 洛阳市嘉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洛阳 471003；２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种子管理站，洛阳 471023； 
３河南省洛阳市植保植检站，洛阳 471099；4 河南省焦作沁阳市崇义镇农业服务中心，沁阳 454582）

摘要：在介绍玉米新品种创玉 358 选育过程及其特征特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其适宜种植区域及关键栽培技术，为该品种推

广应用和增产增效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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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玉 358 是洛阳市嘉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M358 为母本、M852 为父本，经连续自交，通过循

环选育获得的高产稳产、综合抗病性好、适应性广的

玉米新品种，于 2017 年 6 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豫审玉 2017008。

1　选育过程
1.1　亲本组合　母本 M358 以先玉 335× 郑 58 为

选系基础材料，经连续自交 8 代选育而成。父本

M852 以 8085 泰 × 掖 502 为选系新材料，经连续自

交 8 代选育而成。2009 年海南组配，2010-2012 年

参加河南省多点鉴定试验选出创玉 358。
1.2　选育方法　重点突出公司外引优异种质的融

入与利用，在系统评价的基础上，以循环育种为策 
略 [1]，利用先玉 335、郑 58 等优良种质，设计创制育

种选系新材料。

1.3　关键技术　主要采用保持本地适应性强的母

本群的相对独立性，增加父本群的相对多样性，增加

选系材料的预见性，扩增选系材料（S0）的数量和质

量等多点耐密鉴定技术 [2-3]，由一般设计选材向目标

设计选材转型，由数量选材向质量选材转型。

1.4　选育世代　2006 年夏季在洛阳以先玉 335 与

郑 58 杂交，2006 年冬季在海南加代杂交后代选育，

经过 4 年 8 代两地选育，于 2009 年选育出优系母

本 M358。同期，2006 年夏季在洛阳以泰 8085 与

掖 502 杂交，2006 年冬季在海南加代杂交后代选

育，经过 4 年 8 代两地选育，于 2009 年选育出优系

父本 M852。2010 年通过洛阳、海南两地测配鉴定，

选出优系组合 M358×M852。2011 年、2012 年在

河南用此组合参加多点鉴定试验，表现突出。2013

年组合 M358×M852 定名为创玉 358，参加河南省 
试验。

2　亲本特征特性
2.1　母本　株型平展，株高 165cm，穗位高 70cm。

幼苗叶鞘浅紫色，成株叶片数 19 片，雄穗分枝 5 个，

花药浅紫色，花丝浅粉色；果穗筒型，穗长 14.5cm，

穗粗 5.3cm，穗行数 16 行，行粒数 27 粒；出子率

88%，千粒重 31g，子粒硬型、黄粒、红轴。该品系

抗大斑病、茎腐病、瘤黑粉病、南方锈病。春播生育 
期 123d。
2.2　父本　株型紧凑，株高 175cm，穗位高 65cm。幼

苗叶鞘浅紫色，成株叶片数 19 片，雄穗分枝 2~3 个，

花药浅黄色，花丝粉红色；果穗筒型，穗长 15.5cm，穗

粗 5cm，穗行数 15.2 行，行粒数 27 粒；出子率 88.5%，

千粒重 28g，子粒半马齿型、黄粒、红轴。该品系抗大

斑病、小斑病、茎腐病和瘤黑粉病，较抗南方锈病。夏

播生育期 92d。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生物学特性　夏播生育期 102.0~106.0d。芽

鞘紫色，叶片深绿色，第 1 叶匙形；成株叶片数

17.7~19.8 片，株型紧凑，株高 277.1~296.0cm，穗位高

109.7~120.0cm ；雄穗分枝 5.9~8.2 个，花药、花丝绿色；

果穗筒型，穗长 16.2~18.1cm，穗粗 4.8~5.0cm，穗行数

14~18 行，行粒数 33.7~34.8 粒，秃尖长 0.7~1.2cm ；穗

轴红色，子粒黄色、半马齿型，千粒重 290.3~333.9g，出
子率 84.8%~89.9%。平均田间倒折率 0.2%~1.4%，倒伏

率 0.2%~2.9%，空秆率 0.6%~0.8%，双穗率 0.3%~0.8%。

品种主要优缺点：抗病抗倒、穗大粒多、产量高；后期

易感玉米螟，大喇叭口期注意防治玉米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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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抗病鉴定　2014-2015 年河南农业大学植保

学院接种鉴定：高抗瘤黑粉病，抗锈病，中抗穗腐病、

茎腐病和小斑病，高感弯孢菌叶斑病。

3.3　品质分析　2015年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郑州）检测：容重 780g/L，粗蛋白质 9.51%，

粗脂肪 4.02%，粗淀粉 74.77%，赖氨酸 0.32%。

4　产量表现
2014 年河南省玉米区域试验（4500 株 /667m2），

12 点汇总，11 点增产，增产点率 91.7%，每 667m2 平

均产 628.1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5.2%，差异极显

著；2015 年续试，12 点汇总，12 点增产，增产点率

100%，平均产 733.6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18.6%，

差异极显著。2016 年河南省玉米生产试验，13 点

汇总，11 点增产，增产点率 84.6%，每 667m2 平均产

581.4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3.6%。

5　适宜种植区域及关键栽培技术
5.1　适宜区域　适宜河南各地推广种植。弯孢菌

叶斑病重发区慎用。

5.2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该品种适合中上等以

上肥力地块种植，中等水肥地 4000 株 /667m2，高水

肥地不超过 4500 株 /667m2。夏播应在 6 月 15 日

之前播种 [4-5]。在前作收获后直播，一般为 4~5cm。

若土壤黏重或含水量高，可以适当浅播，盖土厚度

2~3cm，如墒情不好，可在播后浇 1 遍蒙头水，促进

玉米全苗。

5.3　科学施肥　底肥施用在前作收获后，结合整

地，每 hm2 分别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22500kg、复合

肥 300kg 和磷酸二铵 225kg，另施种肥硫酸锌 7.5kg。
为防止肥料烧种，施肥时要求将种肥分开。玉米追

肥宜采用前轻、中重、后补的施肥原则 [6]，分别在玉

米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吐丝期，每 hm2 追施尿素

225kg、375kg、75~150kg。
5.4　病虫草害防治　化学除草　玉米田杂草主要

有马唐、稗草、马齿笕、狗尾草、反枝笕等，约占总数

的 90% 以上。播后每 hm2 及时喷 38% 莠去津悬浮

剂 1125~1500mL、90% 乙草胺乳油 600~900mL，或
用乙阿合剂 1500~2250g 兑水 450~750kg，除草效果

均可达 90% 以上。

病虫害防治　玉米主要病虫害有蚜虫、红蜘

蛛、玉米螟及玉米大叶斑病、小叶斑病等。防治蚜

虫、红蜘蛛可在玉米 4 叶期用药剂喷雾。7 月上中

旬是第 2 代玉米螟卵孵化期，应该根据当地植保

部门的预测预报，撒施呋喃丹颗粒进行防治。抽

雄后是大斑病的高发期，当大斑病的病株率和病

叶率分别达 70% 以上和 20% 时，每 hm2 可用 50%
多菌灵乳油 750~1200mL，或用 70% 甲基托布津

粉剂 750~1200g，或用 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200~1500g 兑水 300kg，于晴天下午均匀喷于叶面

防治。若玉米大斑病、小斑病同时发生，可用 50%
敌菌灵 500 倍液喷防。

5.5　适时收获　一般以全田 90% 以上的植株

茎叶变黄，果穗苞叶枯白，子粒变硬、基部形成黑

层后进行收获。严防收获过早，降低产量，影响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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