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农业科学2025(4):104-108
HeilongjiangAgriculturalSciences

http://hljnykx.haasep.cn
DOI:10.11942/j.issn1002-2767.2025.04.0104

周超,王俊强,韩业辉,等.早熟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嫩单47的选育[J].黑龙江农业科学,2025(4):104-108.

早熟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嫩单47的选育

周 超,王俊强,韩业辉,徐 婷,马宝新,刘海燕,孙善文,于运凯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齐齐哈尔分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161006)

摘要:为促进优质玉米新品种嫩单47的推广应用,介绍了其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和主要栽培技术。
嫩单47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玉米研究所于2017年以玉米自交系7076A1为母本,以玉米自

交系K165101B为父本组配而成的杂交组合。2021-2022年参加黑龙江省齐顺联合体玉米区域试验,两年平

均产量为10668.0kg·hm-2,比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平均增产7.6%。2023年参加黑龙江省齐顺联合体生产

试验,平均产量为10372.6kg·hm-2,比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增产7.4%。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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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L0061。嫩单47具有抗倒伏、抗病害、耐密植、优质、高产、籽粒后期

脱水快、适宜机械化收获等特性,适合在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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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的主要农业省份之一,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仅是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供应基地,也是粮食战

略储备的关键区域。黑龙江省位于东北平原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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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andCultivationTechnologyofNewHybrid
SoybeanCultivarJiyu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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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romotethenewstrong-hybridsoybeanvarietyJiyu668,thisarticleintroducedtheparental
sourcesandbreedingprocess,characteristics,yieldperformance,cultivationtechniques,andkeypointsof
seedproductiontechnology.Jiyu668wasanewhybridsoybeanvarietyindependentlyselectedbytheSoybean
ResearchInstituteofJili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since2015,usingthesoybeancytoplasmicmale
sterilelineJLCMS247AasthefemaleparentandtherestorerlineJLR227asthemaleparenttoformahybrid
combination.Afteryearsofscreeningandyieldidentification,ithasbeendeveloped.Thisvarietyparticipated
inregionaltrialsinJilinProvincefrom2020to2021,withanaverageyieldof2931.25kg·ha-1,anincreaseof
11.8%comparedtothecontrolHejiao02-69,andamaximumyieldof3783.3kg·ha-1belontheexperimental
sites.In2021,weparticipatedinproductiontrialswithanaverageyieldof2649.4kg·ha-1,whichincreased
by12.7%comparedtothecontrolvarietyHejiao02-69.Thehighestyieldperhectarereached3041.0kg·ha-1.
ApprovedbytheJilinProvincialCropVarietyApprovalCommitteein2022,withapprovalnumberJishendou
20220003.Thisvarietyhasacrudeproteincontentof35.39%,acrudefatcontentof22.94%,andatotalegg
fatcontentof58.33%.Ithasoutstandinghighandstableyieldcharacteristicsandbelongstothehighoil
soybeanvariety.Itissuitableforplantinginalargeareaandhasbroadprospectsforpromotionandapplication.
Keywords:hybridsoybean;Jiyu668;highyield;high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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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水资源和充足的日

照条件[1-2]。在众多粮食作物中,玉米以其广泛的

播种面积和高产量,稳居黑龙江省粮食作物之首。
尽管我国玉米的种植规模庞大,但相较于美国,我
国的玉米在成熟速度和单位产量方面仍存在显著

差距[3-5]。目前我国玉米具有高质量种质资源的

遗传基础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在实际生产中可以

被应用的突破性品种较少,特别是缺乏耐密、品质

佳、抗逆性强的品种[6-7]。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
国的农业科研人员正致力于通过采用基因工程和

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进一步拓宽玉米种

质资源的遗传基础,加速突破性玉米新品种的培

育进程[8-12]。近年来,随着玉米审定渠道的多样

化,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玉米新品种[13-16]。虽然各

育种单位在玉米新品种的选育数量上不断增加,
但目前选育出早熟、优质、高产、抗倒、抗逆性强、
耐密、宜机收的玉米品种,依旧是提升玉米产量和

农民收益最有效的途径[17-20],同时也是从事玉米

遗传育种科研工作者的核心任务[21-22]。因此,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的玉米遗传育种

团队一直致力于种质资源的改良与创新工作。通

过配合力测定和表型鉴定等方法,在多重压力选

择条件下,以早熟、高产、优质、抗逆、丰产性好,适
宜机械化收获为育种目标,利用选育的优良自交

系7076A1为母本、K165101B为父本组配而成玉

米杂交种嫩单47,并且开展了多年多点的比较试

验。嫩单47在2021-2022年参加了黑龙江省齐

顺联合体的玉米区域试验;2023年参加生产试

验;2024年嫩单47通过了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本文简要阐述了嫩单47的

选育过程、特征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旨在进

一步促进嫩单47玉米的快速推广和应用。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7076A1
7076A1以德美亚2号杂交种为母本,通过

南北穿梭系谱法进行选育。在适应种植区域内,
从播种至成熟所需天数约为110d,需≥10℃的

有效积温约为2300℃。紫色叶鞘,绿色叶片及

茎秆。5~7个雄穗分枝,浅紫色颖壳,绿色花丝

及花药。植株高度175cm,穗位高70cm,成熟期

可见12片叶。筒型果穗,红色穗轴,穗长15.0cm,
穗粗4.2cm,穗行数16行,偏马齿型籽粒,粒色

为橙色,百粒重为29.0g。

1.2 父本K165101B
K165101B是以克玉16为父本(KL632)以

111B791为基础材料,采用南北穿梭系谱法进行

选育。在适应区域内从出苗到成熟需要约110d,
需≥10℃的有效积温大约为2230℃。紫色叶

鞘,绿色叶片,绿色茎。2~4个雄穗分枝,绿色颖

壳、花丝和花药。植株高度165cm,穗位高70cm,
成株可见11片叶。筒型果穗,白色穗轴,穗长

15.0cm,穗粗4.0cm,穗行数12~14行之间,硬
粒型籽粒,粒色橙色,百粒重为30.1g。
1.3 杂交种选育过程

杂交组合嫩单47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

齐哈尔分院玉米研究所于2017年通过玉米自交

系7076A1与玉米自交系K165101B的杂交配组

而成(7076A1×K165101B)。该杂交组合在2018年

至2019年间分别进行了初级鉴定试验和品种比

较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嫩单47具有抗倒伏、抗病

害、耐密植、优质、高产,籽粒后期脱水快、适宜机

械化收获等特性。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嫩
单47在九三、北安、黑河、克东、五大连池等适应

区进行了多点异地鉴定,其在各试验点均展现出

高产、稳产、抗病、抗倒伏等优良特性,与对照品种

德美亚1号相比,嫩单47在产量、成熟期适宜性

及抗性方面均表现出显著优势。2021年至2022年

参加黑龙江省齐顺联合体的玉米区域试验;2023年

参加生产试验;2024年嫩单47通过了黑龙江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审定编号:黑审

玉2024L0061。

2 特征特性

2.1 植物学特性

在适宜种植区域,嫩单47的生育期约为110d。
出苗能力强,幼苗生长健壮,紫色叶鞘,叶片深绿

色,茎部绿色。成株高度290cm,穗位高108cm,
可见叶片数为12片,植株形态为半收敛型。绿色

花药和绿色花丝,雄穗5~8个一级分枝,苞叶长

度适中。长筒型果穗,红色穗轴,穗长18.7cm,
穗粗4.7cm,穗行数16行。黄色籽粒,偏马齿

型,百粒重36.9g。

2.2 抗性鉴定

嫩单47在2021-2023年,经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连续3年的田间接种鉴

定。鉴定结果如表1所示,中抗至感大斑病,丝黑

穗病的发病率介于0%~29.4%,高抗镰孢茎腐

病,高抗镰孢穗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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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2023年嫩单47抗病性鉴定

年份
大斑病 丝黑穗 镰孢茎腐病 镰孢穗腐病

病级 抗性评价 发病率 抗性评价 病级/(病株率) 抗性评价 平均病级 抗性评价

2021 5 中抗(MR) 6.1 中抗(MR) 1(1.5%) 高抗(HR) - -

2022 7 感病(S) 0.0 高抗(HR) 1(0%) 高抗(HR) 1.2 高抗(HR)

2023 5 中抗(MR) 29.4 感(S) 1(3.0%) 高抗(HR) 1.4 高抗(HR)

  注:2021年镰孢穗腐病没有被列为黑龙江省玉米审定主要病害,所以没有相关数据。

2.3 品质分析

在2022-2023年,嫩单47经农业农村部谷

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进行了

连续两年的品质检测分析。检测结果如表2所

示,嫩单47的籽粒容重在778~800g·L-1,粗蛋

白含量在8.71%~9.92%,粗脂肪含量在3.65%~
4.20%,粗淀粉含量在74.57%~74.67%,赖氨

酸含量在0.28%~0.30%之间,均达到玉米品种

审定标准。

表2 2022-2023年嫩单47品质分析

年份 容重/(g·L-1) 粗蛋白/% 粗淀粉/% 粗脂肪/% 赖氨酸/[g·(100g)-1]

2022 800 9.92 74.57 3.65 0.30

2023 778 8.71 74.67 4.20 0.28

3 产量表现

3.1 品比试验

2018-2019年,该组合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齐齐哈尔分院基地进行了初级鉴定和品种比较

试验,并展现了卓越的综合性能。随后,2019-
2020年,在九三、北安、黑河、克东、五大连池等多

个地区进行了多点多年鉴定试验,平均产量达

11145.2kg·hm-2,较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增产

8.2%。在外鉴过程中,该组合在所有试验点均表

现出高产、稳产、抗病、抗倒伏等特性,并且综合性

状比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显示出更高的产量、适

宜的成熟期以及更优良的抗性。
3.2 区域试验

2021-2022年,嫩单47参加了黑龙江省齐

顺联合体玉米区域试验。试验结果显示,2021年

在10个试验点的平均产量达9752.5kg·hm-2,
比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实现了平均增产6.5%;
2022年在同样数量的试验点中,平均产量进一步

提升至11583.5kg·hm-2,比德美亚1号增产

8.6%。综合两年的表现,嫩单47的平均产量为

10668.0kg·hm-2,比对照品种德美亚1号平均

增产7.6%(表3)。

表3 2021-2022年嫩单47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2021年 2022年

试验点 产量/(kg·hm-2) 增产率/% 试验点 产量/(kg·hm-2) 增产率/%

嫩江农场 9381.7 -0.3

荣军农场试验站 9422.5 -2.1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农业科学

研究所

9422.1 6.7

尖山农场试验站 8550.6 12.1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 11075.5 11.1

五大连池市富民种子集团公司 7644.2 13.6

明星农业科技公司北安试验站 10893.3 8.4

克东雪松种业有限公司 10525.7 9.2

山河农场试验站 9377.1 1.5

赵光农场科技园区 11231.8 4.6

平均 9752.5 6.5

两年平均 10668.0 7.6

北安市大龙种业有限公司 10474.4 1.5

明星农业科技公司北安试验站 13630.7 15.9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 10717.2 6.0

尖山农场试验站 12573.8 14.9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农业科学

研究所

11941.9 16.5

嫩江农场 10229.7 5.1

荣军农场试验站 10124.2 5.5

山河农场试验站 10902.7 2.0

克东雪松种业有限公司 13505.0 9.3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鑫云禾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11735.2 8.9

平均 11583.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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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试验

在2023年的黑龙江省齐顺联合体生产试验

中,嫩单47表现出色。由表4可知,10个试验点

的平均产量达到了10372.6kg·hm-2,比对照品

种德美亚1号增产7.4%。
表4 2023年嫩单47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点
产量/

(kg·hm-2)
增产率/
%

北安市大龙种业有限公司 10245.1 8.3
黑龙江省广民种业 10507.3 11.8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 10702.5 5.1
尖山农场试验站 10598.8 4.9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农业科学研究所 10324.5 7.6
克东雪松种业有限公司 10690.7 6.7
明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安试验站 10628.6 0.4
嫩江农场 10320.6 8.5
荣军农场试验站 9609.6 8.4
逊克县雨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98.0 12.5
平均 10372.6 7.4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种 
嫩单47适合在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地区种

植。当地表连续7d的活动积温≥8℃时播种,
播深应4~5cm;若土壤墒情较差,应适时补充水

分,以确保土壤墒情充足。肥水供应充足的地块

播种密度为7.50万株·hm-2;而在肥水条件较一

般的地块播种密度宜为6.00万~6.75万株·hm-2。
4.2 田间管理 

施肥:嫩单47对水分和肥料的需求较高,具
有极大的丰产潜力,可根据土壤肥力状况施用约

900kg·hm-2复合肥作为底肥,尿素375kg·hm-2左
右作为追肥。砂土地区可利用大垄双行浅埋滴灌

技术,施底肥450kg·hm-2左右,全生育期冲肥

4~6次共450kg·hm-2左右。
中耕除草:苗前封闭除草1次,3~5叶期苗

后除草1次;需适时进行土壤铲趟作业,以提升地

温,有助于玉米植株的生长。
病虫害防治:嫩单47具有一定的抗病性,但

仍需定期检查田间,一旦发现有病虫害为害迹象,
应立即使用生物农药或化学农药进行防治,以减

少损失。
4.3 收获

根据品种田间表现,当玉米穗的籽粒达到蜡

熟期,即籽粒表面呈现蜡质光泽,籽粒坚硬,指甲

难以压碎时,是收获的最佳时期。收获后,应迅速

进行晾晒,以降低籽粒水分含量,防止霉变,确保

玉米的储存安全和品质[12]。在没有出现倒伏、倒

折的情况时可适时晚收,以增加容重,提升商品品

质;若出现倒伏或发生茎基腐病要及时收获,以降

低果穗丢穗率。

5 杂交种生产

5.1 亲本保存

原种需人工套袋授粉,选择标准穗隔离一年

繁殖,在低温库长期保存,防止种性退化。选好繁

殖基地,确保隔离区500m以内不种植其他玉米

材料,以防外来花粉侵染。
5.2 杂交种生产

在杂交种子生产过程中,母本和父本的比例

按照6∶1配置,第1期父本播种3d后,同期进行

第2期父本及母本的播种作业。在玉米拔节期需

进行2~3次杂质清除,保障种质的纯度,需及时

去除父本雄穗。如遇自然灾害使母本先抽丝、父
本未散粉,可及时对父本喷施生物调节剂,加速父

本雄穗散粉;若父本先散粉、母本未抽丝,可提前

进行人工去雄并多带几片叶,或者人工剪雌穗苞

叶,加快雌穗吐丝[23]。当雄穗散粉后15d要及时

砍除父本,能够增加通风和透光性,在玉米生育末

期及时扒皮晾晒,有条件的可适时提前收获果穗

进行烘干处理,达到种子标准水。

6 结语
嫩单47作为2024年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具

有诸多优势,在市场上展现出良好的推广前景。
嫩单47适宜在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种植,这一区

域气候条件较为特殊,对农作物品种的耐寒性、早
熟性等要求颇高。该品种的早熟特性使其能够充

分利当地有限的生长季节,在霜期来临前完成生

长周期,有效规避了低温冷害对玉米产量和品质

的影响。
优质是嫩单47的又一显著优势。其籽粒饱

满,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等关键品质指标表现优

异,这使得收获后的玉米无论是用于粮食加工、饲
料生产还是其他工业用途,都能满足市场对高品

质原料的需求。因此,嫩单47凭借优质特性,在
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为种植户带来更

高的经济效益。
丰产性也是嫩单47备受关注的特点。从区

域试验数据来看,该品种在适宜的种植条件下,展
现出较高的产量潜力。其果穗大且均匀,穗行数、
行粒数等产量构成因素协调合理。与当地主栽玉

米品种相比,该品种在产量上有明显提升,能够切

实增加种植户的收入。这对于提高农民种植积极

性、保障区域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玉米新品种嫩单47在品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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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以及种植区域适应性等方面都具有显著

优势,市场化发展前景广阔。通过进一步加强品

种宣传、种植技术指导以及与相关产业的深度合

作,嫩单47必将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成
为推动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引擎。
参考文献:
[1] 刘浩然,吴克宁,宋文,等.黑龙江粮食产能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7):164-170.
[2] 魏巍.黑龙江省玉米产业发展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

学,2018.
[3] KAMARAAY,MENKIRA,FAKOREDEMAB,etal.

Agronomicperformanceof maizecultivarsrepresenting
threedecadesofbreedingintheGuineaSavannasofWest
andCentralAfrica[J].TheJournalofAgriculturalScience,
2004,142(5):567-575.

[4] SHIFERAWB,PRASANNA B M,HELLINJ,etal.
Cropsthatfeedtheworld6.Pastsuccessesandfuture
challengestotheroleplayedbymaizeinglobalfoodsecurity
[J].FoodSecurity,2011,3(3):307-327.

[5] YACOUBOUAM,ZOUMAROU WALLISN,MENKIR
A,etal.Breedingmaize(Zeamays)forStrigaresistance:

past,currentandprospectsinsub-Saharan Africa[J].
PlantBreeding,2021,140(2):195-210.

[6] 李文阁,张建光,邵连存.绿色玉米新品种余丰612的选育

及高产制种技术[J].中国种业,2021(9):81-82.
[7] 田恩阔,王涛,田飞,等.杂交玉米新品种禾睦玉918的选育

研究[J].种子,2019,38(1):114-116.
[8] 蔡中雨.浅议“十四五”期间玉米品种选育工作[J].现代化

农业,2023(10):28-30.
[9] 张庆娜,姜军,邵广忠,等.机收玉米新品种牡单27的选育

及栽培技术[J].黑龙江农业科学,2024(7):118-122.
[10] 苏玉杰,张晓春,程建梅,等.优良玉米自交系‘浚696’的

选育与应用[J].中国农学通报,2024,40(3):41-45.
[11] 郑淑波,马文慧,陈鸽,等.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现状与对

策研究[J].中国种业,2023(12):37-40.
[12] 刘彬,郑莹,郝巧艳,等.高产稳产玉米新品种吉东367的选育

及精简高效栽培技术[J].农业科技通讯,2023(9):177-179.
[13] 马宝新.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现状与对策[J].黑龙江农业科

学,2018(12):111-112,117.
[14] 石运强,孙艳杰,邵勇,等.优质机收玉米新品种绥玉42选

育及育种思考[J].中国种业,2022(3):106-108.
[15] 李世晓,王国基,李世程,等.玉米新品种五谷3861选育报

告[J].甘肃农业科技,2019,50(1):5-7.
[16] 雷晓兵,李小东,梁晓伟,等.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新品种洛

玉612的选育及种质资源创新[J].陕西农业科学2024,70
(10):13-15,19

[17] 纪春学,何长安,刘兴焱,等.黑龙江省早熟区播期对不同

熟期玉米品种生育进程及产量的影响[J].黑龙江农业科

学,2020(7):29-33.
[18] 任洪雷,李春霞,龚士琛,等.玉米新品种龙单81的选育及

栽培制种技术要点[J].中国种业,2020(5):67-68.
[19] 孟凡祥,张洪权,樊伟民,等.早熟玉米品种合玉25特征特

性及育种思路[J].黑龙江农业科学,2022(6):105-108.
[20] 马锐,王晓军,李华芝,等.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与产量变化分析[J].黑龙江农业科学,2020(8):96-101.
[21] 马延华,孙德全,李绥艳,等.早熟高产玉米新品种龙育10号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J].种子,2017,36(8):112-113.
[22] 邵勇,魏国才,孙艳杰,等.玉米新品种绥玉38的选育及栽

培技术要点[J].农业科技通讯,2022(4):241-243.
[23] 张凯淅,王树全,常大军,等.优质高产耐密玉米品种富尔

2210的选育[J].中国种业,2025(3):133-135,138.

BreedingofNewEarlyMaturity,High-Yieldingand
High-QualityMaizeVarietyNendan47

ZHOUChao,WANGJunqiang,HANYehui,XUTing,MABaoxin,LIUHaiyan,SUNShanwen,
YUYunkai

(QiqiharBranch,Heilongjia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Qiqihar161006,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promotionandapplicationofthenewhigh-qualitymaizevarietyNendan47,
thisarticleintroducedits breeding process,characteristics,yield performance,and main cultivation
technology.Nendan47wasahybridcombinationcreatedbytheMaizeResearchInstitute,QiqiharBranch,
Heilongjia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in2017,maizeinbredline7076A1wasusedasthefemale
parentandmaizeinbredlineK165101Bwasusedasthemaleparent.From2021to2022,participatedinthe
QishunJointMaizeRegionalTrialinHeilongjiangProvince,withanaverageyieldof10668.0kg·ha-1over
twoyears,anaverageincreaseof7.6%comparedtothecontrolvarietyDemeiya1.In2023,participatedin
theproductiontrialofQishunJointVentureinHeilongjiangProvince,withanaverageyieldof10372.6kg·ha-1,
anincreaseof7.4% comparedtothecontrolvarietyDemeiya1.ApprovedbytheCropVarietyApproval
CommitteeofHeilongjiangProvincein2024,withapprovalnumberasHeishenyu2024L0061.Nendan47has
thecharacteristicsoflodgingresistance,diseaseresistance,denseplantingtolerance,highquality,highyield,
aswellasfastdehydrationofgrainsinthelaterstage,suitableformechanizedharvesting,andissuitablefor
plantinginthefourthtemperatezoneofHeilongjiangProvince.
Keywords:maize;Nendan47;breeding;characteristicfeatures;earlymaturity;high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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