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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颖 朱梦莹

3月末，内蒙古通辽市春寒料峭与风
沙交织，农牧民在融雪后的土地上抢抓农
时，丰富多样的农技培训为春耕备耕蓄势
赋能。

通辽是全国首个整市推进的玉米单
产提升市，去年，这里以万亩片1247.22公
斤、十万亩片1042.1公斤、百万亩核心区
945.29公斤的亩产量，包揽了我国玉米三
大主产区大面积单产纪录。

从“低产徘徊”到“吨粮连片”，科技创
新让每一粒种子都承载起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量。2019年，通辽积极引入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昆专家团队自主
研发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和应用模式，针
对区域生态特点与生产问题，经过多年持
续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已形成集成6项
关键技术的东北产区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
高产技术模式，连续刷新我国东北玉米主
产区大面积高产纪录，并逐渐从试验田走
向广袤的祖国大地。

做给农民看
——从春季播种、夏季田管到秋季收

获，每年4月到11月的8个月时间里，李
少昆团队都在田里与农民同种同收，一待
就是200多天

“连着种3年，亏了600多万元，走了
不少弯路。”曾经，因为种粮产量低，通辽
的玉米种植大户马忠臣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通辽常年种植玉米面积超 1800万
亩，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2%，尽管地处
世界黄金玉米带上，这里的单产却始终徘
徊在六七百公斤，传统的广种薄收模式已
难以为继。

在马忠臣最低谷的时候，通辽市相关
部门也正在寻找玉米单产突围的办法。
2019年春节前夕，得知李少昆团队在新
疆创造了玉米高产纪录，马忠臣辗转来到
北京寻求他的帮助。

“他是通辽第一个找到中国农业科学
院学种地的农民，就在春节假期的前两
天，转了很多次车才来到北京。”回忆起这
段往事，李少昆依然很感动。

开春后，李少昆便来到通辽，决定在
马忠臣的地里开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
产技术示范。紧随其后的还有他的学生
们，十几个年轻人在村里租了两个院子，
一门心思琢磨“玉米那点事儿”。

“我拿出200亩作示范田，一开始也
害怕，在通辽真能行得通吗？”马忠臣告诉
记者，原本李少昆建议他将每亩株数从
4000株增至6000—6500株，便可亩均增
产100—200公斤，但他心里打鼓，第一年
每亩只种了5000株，交给李少昆的学生

们打理。
这件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好奇的

人们过来围观，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这些
小娃娃的年纪都没我们种地时间长，还能
指导我们？”

“那我们就做给农民看。”那一年，博
士毕业的张国强留在团队继续从事博士
后研究，从此与通辽结下“不解之缘”。

针对当地玉米品种单一、种植密度
低、管理方式粗放、水肥利用率低等影响
产量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开展了十几项大
田试验，在玉米关键生长期每天从清晨五
六点就下田观察、取样、测试、记录……忙
活完一天，晚饭后再去地里溜达溜达。“比
真正种地的农民都跑得勤，经常在地里干
活赶不上饭点，为了节省时间，馒头就着
咸菜吃。”通辽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殷
凤珍说。

从春季播种、夏季田管到秋季收获，
每年4月到11月的8个月时间里，李少昆
团队都在田里与农民同种同收，一待就是
200多天。“为了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有时候大家晚上打着手电筒钻进黑漆漆
的玉米地进行数据测试，中午顶着烈日去
测光合和光分布，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
地疼。”张国强回忆道，忙的时候，学生整
天待在试验田里，经常顾不上吃饭，中暑
和低血糖都是常有的事情。

春耕时期恶劣的天气更是“家常便
饭”：沙尘天，大风吹得人直不起腰，他们
手拉手互相拽着走出玉米地；暴雨天，在
泥泞的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把测试样品和
仪器安全送回后，他们再返回捡自己掉落
的鞋……

“有时候轮到我们半夜要去示范田灌
水施肥，一路上没有灯，地里黑漆漆的，真
的太吓人了。”沈东萍是今年即将毕业的
博士，她也在通辽待了6年，提起往事让
她数次哽咽。“这些年经常灰头土脸的，几
乎不穿新衣服，父母看见我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试验田干活的日常也十分不理解，放
着自己家里的地不种，好不容易考上研究
生咋还跑去帮别人种地？”但沈东萍知道，
这不是简单的种地，而是理论结合实践，
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到生产中
去，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尽管将这些年轻人的辛苦都看在眼
里，但是种植户们依然不看好这项技术。

“种这么厚，跟夹杖子（在东北方言中意为
‘围栏’）似的，玉米能长好才怪。”“秆那么
细，8月一刮大风，指定倒完了”……诸如
此类的质疑声持续了不短的时间。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名示范户，技术
培训了，增产原理也讲了，我们好不容易
把玉米密度提上来，明明玉米苗长得苗
匀、苗全、苗壮，他还是不放心，觉得种太

厚了，偷偷去间苗。”张国强说，农民只认
实实在在的产量，想要彻底改变传统种植
观念，只能让他们眼见为实。于是团队成
员暗下决心，铆足了一股劲要把示范田种
好。

2019年10月，终于迎来了全市的籽
粒机收现场会，四五百人从四面八方赶
来，好不热闹。看到收割机“轰隆隆”开进
整齐划一的玉米地里，不一会儿金黄饱满
的玉米籽粒便装满了粮仓，大伙都感到震
惊：“真能长出这么多玉米”“我家地里到
处倒伏怎么这里反而没有”“机器收完就
运走，都不用回家晒棒子了”……当人们
热烈交谈时，专家在现场宣布，200亩示范
田单产达到1113公斤，创下了东北地区
大面积玉米高产纪录。“我是彻底服了，心
服口服，以后就跟着李老师种地，他说咋
干就咋干！”那天激动的心情让马忠臣至
今难忘。

正是这场观摩会，让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高产技术在通辽彻底打开了局面，越来
越多人慕名前来，跟着李少昆团队学习

“科学种地”。

带着农民干
——在技术示范应用过程中，针对农

民和产业新需求，边研发、边推广、边见
效，玉米单产提升技术不断迭代升级

如今在通辽，问及玉米高产的秘诀，
离不开“密植”二字。然而，密植并不等同
于高产，技术的到位率才是关键。

“学技术不能只懂皮毛，更要理解其
中内涵。”科尔沁区博丰农机农牧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林荣对此深有体会。他告
诉记者，2022年通辽遭遇五十年难遇的
暴风雪，大家仍然像往常一样整地两到
三次，李少昆在地里看过后建议增加次
数，才能打破犁底层，增强土壤的透气
性。

“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多花这个钱，但
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又找人多整了
三遍地，那年 800亩地的出苗率达到了
95%以上。”林荣说，其他没有照做的种
植户当年出苗率普遍在80%左右，追悔莫
及。

李少昆介绍，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
技术不是一个单项技术，而是一套多目标
综合解决方案。针对大幅度增密可能带
来的倒伏、空秆、早衰、抗性减弱等问题，
团队为此准备了一套“组合拳”：土地精细
耕整、种子精准包衣、导航单粒精播、滴灌
水肥一体化、精准化控与病虫草害防控、
机械精准收获。

“这项技术研究了20多年，大面积提
升单产，大规模推广种植是基础，而各地
的生态条件、气候条件各不相同，所以技

术必须本地化，才能将典型产量转化为大
田产量。”为此，李少昆把“课堂”搬到了田
间地头，每到关键时节组织大家田间观摩
和技术交流，这个活动也被农民亲切地称
为“田间课堂”。

“李老师教我们采用宽窄行合理密植
配套水肥一体化种植，简单来说，就是把
传统的60厘米行距调整为宽行80厘米、
窄行40厘米交替的形式，在窄行间铺设
滴灌带，给玉米‘打点滴’精准提供营养，
再在拔节时喷洒玉米生长调节剂，控制穗
下高度，使茎秆增粗，增强抗倒伏能力。”
张宏伟是奈曼旗兴隆庄村明艳农机合作
社理事长，此前不会种地的他现在说起技
术要领也是头头是道，无论李少昆团队在
通辽哪里讲课，他从不缺席，甚至追到过
新疆、北京，俨然成为一名“小跟班”。

在实地调研和技术指导中李少昆发
现，尽管通辽早在几年前就以“浅埋滴灌”
代替“膜下滴灌”并大面积推广，但有的农
民即便用上了滴灌技术，还意识不到这是
一种高效追肥的办法，依然导致中后期玉
米脱肥而减产。

在一次次“田间课堂”上，李少昆反复
强调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在玉米生长的
全过程按需、分次、定向、定量地供给水
肥，不仅能补上传统模式多年的短板，将
肥料利用率提高到60%至70%，还有助于
改善土壤结构。

“这是一场玉米种植技术的‘绿色革
命’，没有增加水肥投入量，实现了产量、
效率与效益的协同提升，形成了东北补充
灌溉区的节水增粮模式。”为了让更多种
植户精准调控，李少昆团队还量身定制了

“通辽模式”，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滴
水、施多少肥，都有了标准。

“李老师的‘田间课堂’太火了，有开
着大巴载几十人来的，还有打‘飞的’来
的，他领着大家在各个不同的试验点前讲
解，一边查找问题，一边解答学员的疑惑，
面对面聊、手把手教，从来不拿重复的内
容‘忽悠’人，每回课件都有新内容。”通辽
市科左中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梅
园雪说，培训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
人，科学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地让很多
农民吃下了“定心丸”。

近年来，通辽市通过“专家+农技人
员+示范基地+辐射带动户”模式，结合“田
间课堂”活动，下力气培养了懂技术、善经
营的1000多户典型种植大户。“他们率先
应用新技术、引进新产品、尝试新模式，通
过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发展，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应。”通辽市农牧局党
组成员、市农牧发展中心主任马俊岭介
绍。

随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与通辽

市“科技包县”“科技包市”协议的深入推
进，“所地融合”撬动了各方力量，让整个
农业系统动了起来。通辽成立玉米高产
研究中心，设立专家指导站，大力推广玉
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建立了一项工
作机制、形成了一套推广体系、打造了一
批示范高地，实现了玉米高产镇、重点村
技术应用全覆盖。

在技术示范应用过程中，针对新需
求，通辽市农业和科技部门联合李少昆团
队申报和实施科技项目，边研发、边推广、
边见效，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形成了“科研
选题从生产中来，成果转化到生产中去”
的良好格局。“针对当地主导产业，主抓一
个产品——玉米，让政府和科研力量有机
结合，才能快速实现新技术、新成果落
地。”李少昆坦言。

一场场“零距离”的农技推广行动，让
“高大上”的技术成为“接地气”的实操指
南。如今，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为主
的“国家队”、通辽各级推广部门为辅的

“地方队”以及活跃于各种植合作社、企业
的种植高手“民间队”，三队同心、同向发
力，贯通了科技到位的“最后一公里”。

要增产更要增收
——越来越多的种地“老把式”变身

“农技尖兵”，以点带面、全域联动，加速
“吨粮田”在通辽遍地开花

“你看，全是白沙子，但玉米也是在这
样的地里种出来的。”奈曼旗固日班花苏
木固日班花嘎查村种植大户佟巴根那告
诉记者，2021年他采用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高产技术后，家中的300亩沙土地从过
去亩均产量三四百公斤，一举增至近
1000公斤。

“我家300多亩地，那年卖玉米就赚
了50多万元，收入翻了好几倍。”这位53
岁的蒙古族汉子高兴得专门拍视频在快
手上宣扬，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耿直
的他也经常在“田间课堂”现身说法宣传
先进技术的好处，教大家怎么在沙土地上
种高产玉米。

越来越多的种地“老把式”变身“农技
尖兵”，以点带面、全域联动，加速“吨粮
田”在通辽遍地开花。

“一亩地打一吨粮，这在以前可不敢
想啊。”张玉辉是奈曼旗义隆永镇方家营
子村党支部书记，又是种粮高手。过去，
方家营子村经济较为落后，产业不突出、
增收没保障，集体经济欠账还不上，分红
更是奢谈。

2022年该村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全村260户全部入社，并推举张玉辉
成为方盈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他带领村民学习应用玉米密植精准

调控高产技术，当年全村玉米种植面积扩
大且亩产实现“吨粮田”，收入超 400万
元，现在成了人人称赞的乡村振兴“明星
村”。

“目前整村将近1万亩地实施这项技
术，其中7000多亩采用半托管，灌溉条件
好的3500亩则实现了全程托管，去年我
们采用导航种植技术，解决了密植玉米种
植的行间距问题，不仅减少了人工，每亩
还增产300斤，亩均最高纯收入达1400多
元。”张玉辉说。在他的带动下，奈曼旗义
隆永镇14个村集体领办合作社，集中托
管，整村推进单产提升10万亩。

林荣告诉记者，作为科尔沁区丰田镇
哈拉满罕村党支部书记，由他领办的博丰
农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出面，由于经手的
土地面积大，有了议价权，各项成本得到
大幅削减，再使用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和推
广玉米密植技术，增产增收顺理成章。

不仅如此，与智能化的结合正在悄然
改变这个种粮大市。在科尔沁区钱家店
镇前西艾力村，依托马忠臣的汇民盛丰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服务联盟，建成
了万亩玉米单产提升数智农业无人农场
示范区。仅汇民盛丰联合钱家店镇42个
村创办了老黄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为全镇10万亩农田全程提供农业
机械化作业服务，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
率。

“我们计划开展大规模社会化服务，
实现‘耕、种、防、收’全程智能化和数字化
管理，进一步带动小农户玉米生产向轻简
化、机械化和集约化发展。”马忠臣告诉记
者，目前他已购置了一大批先进农机具，
正待“大展拳脚”。

从 2019年示范田亩产最高 1113公
斤的“星星之火”，到如今全域推广1000
万亩“单季吨粮”的燎原之势，这场“藏粮
于技”的通辽实践，正为端牢“中国饭碗”
提交硬核答卷。“我们正积极推进千万亩
节水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大力
整合资金、政策和人才团队等优势资源，
引进推广先进的设施装备、高产技术、经
营模式，尽快建成由百万亩向千万亩跨进
的中国北方玉米单季‘吨粮田’示范区，辐
射带动全市粮食增产40亿斤以上。”通辽
市农牧局局长王洪江信心满满。

二十余载坚守玉米高产攻坚之路，李
少昆怀揣着“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更多粮
食”的初心，坚持科研问题从生产实践与
产业发展中来，每一步都凝结着对土地的
深情与对家国的担当。把根系深深扎进
土地，把硕果默默献给人民，正如李少昆
所言：“我们没有别的追求，研究的成果能
帮助国家增粮、农民增收，我们就是最幸
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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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秘密种子的秘密———从玉米高产看河南种业创新—从玉米高产看河南种业创新

□樊雪婧 张婉晴

一粒种子，万担金黄。
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对农业现代化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发挥“南繁硅谷”等重大
农业科研平台作用，加快攻克一批突破性
品种。

3月 20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 2025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2024
年寻找高产玉米测产活动”中黄淮海区高
产品种榜单公布。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河
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及其合作团队培育
的5个玉米品种——康农8009、君育136、
豫单883、MY73和九圣禾6116——成功
跻身榜单前十名。

亩产超2000斤，全国高产“10强”席
位稳坐一半，河南玉米高产的秘密是什
么？未来，玉米又会有哪些新模样？在小
麦玉米两熟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玉米育种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像“候鸟”一样南繁
4月2日，河南农业大学，小麦玉米两

熟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里一派忙碌
的景象。偌大的校园里，这个实验室的大
门最好辨认，门前晾晒着许多金黄的玉米
棒子。

大门一侧，科研人员正在接力搬运装
得满当当的编织袋，看着记者疑惑的目
光，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小麦玉米两熟
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汤
继华笑着说：“这里面就藏着你要找的高
产秘密。”打开一袋，金黄色的玉米棒子骨
碌碌地散落出来，它们刚刚从2000公里
外的海南南繁基地跋涉而来。

今年，科研人员要从这2万余份玉米
材料中，配出约20万个组合，这差不多是
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玉米杂交实验。
接下来，挑战持续升级，对杂交种进行田
间种植鉴定，观察生长情况、抗病性、产量
等指标，最终才能筛选出20多个优良品
种，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为什么是从海南来？一番打听得知，
原来，玉米高产的秘密里，藏着一个“候
鸟”南繁的故事。“南繁南繁，又难又烦！”
这是“玉米人”南繁育种时经常发出的感
叹。汤继华说，“早年到海南育种，我们面
临四个困境，大家戏称为四斗：与天斗，抗

台风；与地斗，选良田；与牛斗，防啃苗；与
鼠斗，鼠口夺粮。”

那为啥还要像“候鸟”一样，每年秋末
冬初，带着北方收获的种子到海南种植，6
月再回到中原大地种上新一代的玉米？

“玉米在北方一年只能种植一代，在
海南的独特气候条件下，可以种植两到三
代，本来6年才能干完的活，变成3年、2年
就全干完了。”汤继华介绍，作为南繁理论
的发源地，河南农业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
南繁育种的单位。从20世纪60年代，中
国玉米育种奠基人之一、河南农业大学吴
绍骙教授创新性提出“异地培育”理论以
来，育种突破了时空限制，不仅孕育出一
批又一批高产、优质的新品种，还推动了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平台的建
立，极大加速了玉米、水稻等作物的育种
进程。每年，全国有超过8000名育种工
作者从各地奔赴海南，利用这里的天然温
室在冬季进行加代繁育，缩短育种周期。

今年春节，汤继华也是在南繁基地度
过，带着团队为十几万株玉米，一株一株
地进行人工授粉。一天“泡”在地里，重复
着不同材料的套袋、授粉工作。每人每天
授粉500—800个玉米果穗，抢时间完成
了玉米选系材料的自交和新组合测配，这
才有了后续科研实验的新材料。

“万里挑一”到“千里挑一”
相比小麦、花生这些常规种系，玉米

育种的难题是——即便找到优秀的“爸爸
妈妈”，也并不代表找到了好品种，品种好
不好，要看第二代。

“这就是玉米育种‘万里挑一’的原
因。”汤继华介绍，把两个不同的亲本相互
做1万个杂交，得了种子种下去，才能选
出一个好的品种。

而玉米本是舶来品，起源于遥远的美
洲大陆，在大航海时代走向世界各地，400
多年前才进入中国。既非原产地，育种研
究又起步较晚，中国玉米育种材料相对缺
乏。在传统模式下，育种工作就像“拆盲
盒”，需要不断地筛选、组合，周期漫长，充

满偶然性。
培育一个玉米自交系，常规需要7—

8代，南繁也需要3—4年之久。之后再进
行杂交、鉴定，过程漫长。如今，在河南农
业大学，运用双单倍体技术，使得筛选玉
米优秀“双亲”的过程大幅缩短，育种创新
变成了一种相对可控、可预期的过程。

河南农业大学李浩川教授团队，便揭
示了玉米单倍体自然加倍的细胞学机制，
提出基于油分双阈值提高玉米单倍体自
动化分选效率和选育出优良玉米单倍体
诱导系等研究成果。

“现在我的试验田中80%—90%的自
交系，都是通过单倍体技术选育出来的。”
在李浩川的实验室里，团队的目标是让抗
病的材料和高产的材料获得百分之百的
基因型。什么是百分之百的基因型？“比
如说，我们掌握了高产的材料和抗病的材
料，这两个杂交之后，如果这对‘双亲’都
是百分之百的纯合系，它的后代就是既高
产又抗病的。”

从“万里挑一”到“千里挑一”“百里挑
一”，汤继华说，这是育种人不断的追求。

“基础研究的支撑越强大，我们掌握的基
因足够多，解开的秘密足够多，育种效率
就会越来越高，育出好种子的概率也会越
来越大，实现从‘万里挑一’到‘千里挑
一’。”

汤继华说：“基础研究就是用来解决
实际问题的，玉米种植生产中遇到什么问
题，就进行相应的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科研工作才真正有
用。”

一粒价值2680万元种子的基因密码
在实验室走廊的展示台上，放置着数

十穗玉米，身上贴着不同的标签，玉米穗
型虽各不相同，但看上去无一例外的金黄
饱满。

YD268，一个适合籽粒机收的玉米新
品种。2024年秋天，这粒种子达成技术
转让费2680万元，再创我国种业界玉米
品种转让费纪录。

“芯细、籽粒满，别看个头不大，却很
有分量。”汤继华指着饱满的籽粒介绍，它
是个“全能型”品种，具有矮秆耐密植、适
应区域广、宜籽粒机收，耐高温、抗倒伏、
抗病害等多种优良特性，在全国多地试验
点种植检验，各地区表现都稳定优异。

一粒种子如何集诸多优势于一身？
汤继华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搭
积木，把相关重要性状的优异基因聚合在
一起就成了。”

在农业种业的革新道路上，基因编辑
与生物育种无疑是关键领域。但寻找到
这些优异基因，却并非易事。玉米基因大
约有4万余个，目前解析的不足500个，而
已知且能够用于育种的优异基因还不到
100个。

“我掌控着果穗大小！”“玉米棒子轴
的粗细，要听我的。”“籽粒灌浆得靠
我！”……显微镜下，优异基因们隆重登
场。

玉米散粉期害怕高温，怎么办？汤继
华课题组找到“见光散粉”基因，创造性将
玉米每天的散粉开始时间由原来的9点
左右提前至7点左右，避开高温时段对玉
米花粉的影响，解决了玉米不耐高温这一

“卡脖子”难题。玉米天敌南方锈病怎么
抗？丁俊强团队多年围绕南方锈病研究，
找到了多个抗南方锈病的基因，通过分子
标记选育出的品种都高抗南方锈病。玉
米种植加密，光合作用受影响，怎么办？
陈彦惠团队寻找的“叶夹角”基因，通过调
控玉米叶子的角度，为加大玉米种植密度
提供解决方案。

寻找到合适的基因，也并非万事大
吉。汤继华介绍：“克隆了基因后，通过基
因编辑，将这些优良特性的基因进行组
合，选育出来的优良组合放到全国40个
点做多点试验，在最严苛的环境下观察品
种的抗逆性，最后选出15到20个组合进
入审定程序，才可能选出最优的品种。”

未来玉米是什么新模样
玉米变得越来越高产、越来越抗病，

得益于玉米育种技术的不断更迭和升
级。今年两会期间，智能育种、高蛋白
玉米等热词引发关注，当智慧育种落
进现实，种子的“含金量”也将不断提
升。

“从传统的杂交技术，到分子辅助、
全基因组选择等，玉米育种技术攻关一
直在向前推进，现在我们要去做智能设
计育种。”汤继华介绍，智能设计育种的
最终目标是培育智能型品种，比如面临
高温干旱天气，品种会进行自我基因调
节，从而达到抵御气候的不良影响。

朝着这一未来趋势，汤继华团队已
经开始着手研究“环境钝感”。“极端恶劣
天气时有出现，通过改变植物基因，让植
株对于环境变化不敏感，降低恶劣环境
对于植株生长的影响，从而破解恶劣天
气这一棘手问题。”

谈及未来目标，汤继华目光坚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从吃得饱
向吃得好转变，肉蛋奶充裕的背后需要
海量玉米的支撑。因此，高产是永恒的
追求，我希望能将玉米种植密度提升至
每亩5500株、每亩6000株。”

近年来，汤继华团队把黄淮海夏玉
米的栽培密度每亩增加了1000株左右，
达到每亩5000到5500株，亩产增加100
到150公斤，促进了我国玉米品种的新一
轮更新换代，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
献。

高产、抗性日渐提升，玉米品质的提
升也被提上日程。富铁玉米、富锌玉米、
甜糯玉米……育种不再只是为了“吃饱”，
而是向营养健康跨越。

一款新型的低GI玉米种子已经培育
成功。这是为糖尿病人、健身人群等特别
研制的品种，高质量淀粉含量50%，意味
着升糖速度变慢，更符合人们对于健康饮
食、低碳水饮食的要求。

瞄准市场需求，调整育种方向，未来，
更多优质的玉米品种，将促进种业振兴，
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提升我国玉米种
业竞争力。

■■河南农业大学南繁基地玉米试验田里河南农业大学南繁基地玉米试验田里，，科研人员正在工作科研人员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