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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糯 ! 号鲜食玉米新品种及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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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糯 * 号是沈阳农业大学以两个自选系育成的白粒鲜食型糯玉米新品种"具有生育期短#适口性和商

业品质好#抗性强#产量高等优点"适合辽宁及相似地区春播和夏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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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食物有了更高的

要求"开始追求营养&安全&味美甚至是保健功能$由

越吃越细又回归到自然" 热衷于粗粮特别是一些传

统的粗粮食品$糯玉米鲜食正是这样一种既粗又细"
既传统又现代" 既味美又营养" 适应时代潮流的食

品$ 与甜玉米相比"糯玉米的种植&采收&加工&贮藏

和运输等要求都相对较低$ 实践证明"也更符合目

前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初期总体水平较低的实际$ 因

此"糯玉米成为当前我国广大地区消费者和加工企

业首选的鲜食玉米类型$ 对长期以普通玉米作鲜食

的地区来说"糯玉米比甜玉米更能适合他们的习惯

和口味$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我们从 (" 世纪 +" 年代开

始进行鲜食型玉米育种& 栽培及加工等配套技术研

究$ 本文就沈糯 * 号鲜食型糯玉米新品种及其高产

优质栽培技术做简单介绍$

! 品种特征特性

沈糯 * 号属早熟& 白粒鲜食型糯玉米"(""* 年

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幼苗叶鞘紫色" 叶片浓绿" 健壮$ 株高

(!" 23"穗位 +# 4 %" 23"根系发达"抗倒伏$ 全株

(" 4 (( 片叶"叶片肥厚&较宽且上伸"叶色浓绿"花

丝白绿色"株型紧凑$区域试验抗病性鉴定为高抗大

斑病"抗灰斑病&玉米螟"中抗纹枯病&弯孢菌叶斑

病"丝黑穗病发病率低于对照$ 果穗苞叶较长"灌浆

期高抗玉米螟&棉铃虫和花星金龟子$
果穗长锥形"长 !5/+ 23"粗 #/" 23"!0 4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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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行 *" 粒"平均百粒重 *# A"鲜穗重 (*5 A$ 不

秃尖"不露尖"子粒纯白"粒大"排列整齐"商品性好$
鲜食糯性强"微甜"皮薄"风味纯正"经辽宁省鲜

食玉米区域试验适口性鉴定"口感突出$适于鲜穗上

市&速冻和罐藏保鲜加工"加工时保色效果好$
沈糯 * 号春播和夏播均可$在辽宁春播"鲜穗采

收期 +* 4 +& E$ 一般产量 0# """ 穗 F >3( 以上"折合

去苞叶果穗 % """ 4 !! (#" GA F >3($

( 栽培技术要点

"#$ 密度与施肥

可根据需要调节种植密度" 一般以 0% #"" 株 F
>3( 左右为宜"期望穗大时可适当稀植"反之可密些$

由于鲜食玉米生长期较短" 同时为了防止追肥

时干旱影响肥效"以一次性施肥为好$中等肥力的土

壤" 其参考施肥量为公顷施纯氮 !#" 4 !&# GA&H(9#

!"# 4 !(" GA&I(9 !#" 4 (!" GA$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为了保证良好的适口性"氮肥品种以硫酸铵&硝酸铵

为好"切记要避免使用尿素$
"%" 种植方式

可采取裸地种植&地膜覆盖&小拱棚&冷棚或暖

棚栽培等方式$可与春菜或秋蔬菜&早熟地膜鲜食玉

米&早熟马铃薯等多种作物间种&套种和复种$
"#! 丝黑穗病防治

为防止丝黑穗病的发生" 首先应避免过早或地

温过低时播种$ 在丝黑穗病严重的地区和地块应做

好药剂防治$ 方法是!用 !(/#J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以种子重量的 "/*J拌种"或 !#J的三唑酮可湿性粉

剂"以种子重量的 "/#J拌种"或 #"J的福美双可湿

性粉剂以种子重量的 "/(J拌种$
"#& 隔离

为防止花粉直感对品质和子粒颜色的影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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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类型玉米隔离种植! 但也不必像繁种田一样

严格" 鲜穗上市的以 !" # 以上的空间隔离即可!用

于加工的 $%" # 即可达到理想效果#利用时间隔离!
开花期应相差 &! ’ 以上"
!"# 播种质量

在普通玉米播种时即可播种" 由于三类苗会造

成果穗的大小不一$结实不完全和采收期的不一致"
因此!一定要确保播种质量!做到一次播种保全苗"
当出现少量缺苗时!可在相邻处留双株!尽量不要补

栽或补种"
!"$ 田间管理

人工和化学除草均可"地下害虫$粘虫及玉米螟

的防治参照普通玉米进行"
!"% 采收与贮藏

鲜穗的采收时间因季节或灌浆期间的温度$光

照$降水状况和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而定"春播夏收

或高温$光照充足和干旱时采收期要适当提前#而夏

播秋收或遇低温$寡照$雨水充足时则要适当晚些#
对于北方地区喜欢偏老一点的!需适当晚收"一般在

授粉后 (% ) (! ’ 采收!采收后应及时上市或进入加

工程序" 收后的存放时间!因温度$湿度和存放条件

而异! 高温$ 干燥季节常温下保存不得超过 * +#低

温$多雨季节或在低温条件下保存不得超过 , +"

* 几种栽培模式

&"’ 裸地栽培

在辽宁! 裸地栽培从 - 月 (% 日到 . 月 &" 日左

右都可播种"沈糯 * 号可与多种作物复种或套种!如

与早熟地膜鲜食玉米复种!春菜收获后复种!或在沈

糯 * 号下茬复种晚茬秋菜等"
&"! 地膜覆盖栽培

地膜覆盖可比裸地栽培提早 &" ’ 左右!还可结

合其它措施提前上市和提高效益! 如营养钵育苗移

栽加地膜覆盖等" 地膜栽培还可在行间套种早熟叶

菜类蔬菜如小白菜$生菜等" 与裸地栽培相比!可为

下茬提供更长的生长时间"
&"& 小拱棚栽培

在沈阳地区!小拱棚栽培可比地膜栽培提前 ("
’ 左右"* 月下旬播种!. 月初就可上市"下茬可复种

生育期较长的作物如晚黄瓜$晚芸豆$生育期较长的

鲜食玉米等"
&"( 冷棚及暖棚栽培

冷棚栽培是比小拱棚更早的栽培方式" 在沈阳

* 月中旬即可播种!也可事先在暖床育苗后移栽" 冷

棚栽培较一般蔬菜省工$省时$成本低$价格稳定!基

本无病虫害发生! 还可作为大棚蔬菜倒茬防病的良

好措施"
暖棚栽培在 * 月初播种!! 月中下旬就可上市!

可比冷棚提早上市 (" ’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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