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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国审超甜白色才【果玉米

审定编号：国审玉20200479

品种来源：中2832×中1830BT。

特征特性：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出苗至鲜穗采收82．9 d，比对

照中农大甜413早熟1．4 d。株型平展，株高253 cm，穗位高108 cm，成

株叶片数19．3片。果穗长筒形，穗长20．6 cm，穗行数14～16行，穗粗
5．2 cm，穗轴白色，籽粒白色、甜质型，百粒重35．2 g。中抗大斑病，

感丝黑穗病、感瘤黑粉病。皮渣率5．46％，还原糖含量11．15％，水溶性总

含糖餐31．38％，品尝鉴定87．95分。北方(黄淮海)鲜食甜玉米组出苗至

鲜穗采收72．6 d，比对照中农大甜413早熟0．7 d。株型半紧凑，株高
228 cm，穗位i箭91 cm，成株叶片数19片。采穗长筒形，穗长20．1 cm，

穗行数14～16行，穗粗5．2 cm，穗轴白色，籽粒白色、甜质型，百粒重
40．7 g。感丝黑穗病、小斑病，高感瘤黑粉病、矮花叶病。皮渣率8．54％，

还原糖含量8．18％，水溶性总含糖量23．87％，品尝鉴定88．55分。

产量表现：2018—2019年参加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联合体区域试

验，2年平均亩产1 012．4 kg，比对照中农大甜413增产25．8％。2018—2019年参加北方(黄淮海)鲜食甜玉米组
合体区域试验，2年平均亩产923．5 kg，比对照中农大甜413增产30．4％。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五积温带至第一积温带、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北京、新疆、

夏、甘肃、陕西等≥10℃年活动积温1 900℃以上的玉米春播种植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

山东省、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南部、安徽和江苏两省淮河以北地区等玉米夏播种植区种植。 (1)一般种植
度3 500株／亩为宜，套种或直播均可，春夏播均可。(2)一般在开花授粉后21～24 d采收较为适宜。(3)采用做

宽窄行种植有利于增产增收，一级穗率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 2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82108602 1 391 03261 25 联系人：田志国
E—ma i I：t anzh guo@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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