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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 号的栽培
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鲜食甜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口感香甜鲜嫩、脆爽

多汁，营养价值极高。2024年全国甜玉米种植面积约为 800

万亩，占鲜食玉米种植面积的 36.36%。鲜食玉米种植效益较

籽粒玉米高，临沧独特的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种植甜玉米，

但受制于交通、生产主体、品种、技术等因素，鲜食甜玉米

尚未形成规模性的产业。为顺应农业产业发展趋势，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适当发

展鲜食玉米产业，增加农民收益，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依

托云南省卢艳丽专家工作站项目，结合临当前工作需要，临

沧市种子管理站在多年试验示范的基础上，牵头总结出了

《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并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了编制申请，得到了批复同

意。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临玉甜 2号的规范化、标准化

种植栽培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协作单位：四川农业大学、镇康县农业技术推广站、镇

康县种子管理站、凤庆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临沧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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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认证院、临沧市科学技术局等。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继章 男 站长/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组长、项目负责人

标准起草、修改

梅玉芹 女 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具体实施人

标准起草、修改

卢艳丽 女 副校长/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项目执行、标准修改

杨国明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标准修改

汪青军 男 讲师 四川农业大学 项目执行、标准修改

杨永华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标准校对

王 静 女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

标准校对

王晓孟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

李国瑞 男 站长/推广研究员 镇康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字国林 男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修改

余国正 男 站长/高级农艺师 镇康县种子管理 项目执行

俸文琪 女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修改

李学和 男 主任/高级农艺师 凤庆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执行

田春梅 女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指导

二、制订地方规范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

鲜食甜玉米产业在我国蓬勃兴起，是具有较大发展前景的玉

米新兴产业，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在临沧大力发展鲜食甜玉米可以有力推动种植业的规模化、

标准化，进而实现集约化，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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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民收入。鲜食甜玉米产业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目

前临沧市场销售价格为 4⁓ 5元/公斤，种植效益每亩产值在

4000⁓ 6000元，收益可达籽粒玉米的 3⁓ 5倍。二是可以改

善种植结构。临沧四季之分不明显，终年无霜，特别是耿马

县孟定镇和永德县永康镇的坝区非常适宜冬季鲜食甜玉米

种植。但这些坝区常年以种植蔬菜为主，导致病虫危害严重，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通过蔬菜-鲜食甜玉米轮作

可以有效解决病虫害严重和土壤污染等问题。三是可以带动

畜牧产业发展。鲜食甜玉米采收后，秸秆可作为牛、羊等草

食动物的优质饲料。大力发展鲜食甜玉米产业必将辐射带动

一产种植养殖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及规模扩大，同时促进

二产加工及配套服务兴起兴旺，进而实现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四是可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引进或发展

本地种业企业，通过 “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实现鲜食甜玉

米规模化种植和生产加工，促进鲜食甜玉米产业发展壮大和

农民工就业，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制定和实施《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号的栽培技术规

程》，将为临玉甜 2号的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栽培提供技术

支撑，为加快构建鲜食甜玉米产业体系、做响品牌打下坚实

基础，对推进临沧玉米产业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产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其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明显，既符合国家提倡的低碳、绿色经济的产

业结构和国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又符合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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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三个示范区”的建设要求。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4年4月，项目牵头单位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与四川农

业大学7家单位共同组建地方标准编制小组，编制组组长由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李继章同志担任，成员

依次是：梅玉芹、卢艳丽、杨国明、汪青军、杨永华、王静、

王晓孟、李国瑞、字国林、余国正、俸文琪、李学和、田春

梅，并对相关单位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临沧市种子管理

站负责牵头标准的起草、编制说明的撰写和修改。

（二）前期工作及编制过程

临玉甜 2号是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与四川农业大学以自育

系 SSD6030为母本、SSD6023为父本选育的双色甜玉米单交

种。母本 SSD6030以京科甜 533×SH023（荣玉甜 9号母本）

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父本 SSD6023 以 SH032（荣玉甜 6

号母本）×世诚双甜 26 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2018 年组配

SSD6030×SSD6023 得到临玉甜 2 号。2021⁓ 2022 年在丽江

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芒市、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玉溪市开展多点区域试验，两年区试平均产

量 1099.6 kg/667 m2，较对照云甜玉 8号增产 21.6%，增产点

率 85.7%。2022年在丽江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普洱市、芒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开展多点生产试验，平

均产量 1081.9 kg/667 m2，较对照云甜玉 8号增产 15.5%，增

产点率 100%。2023年通过云南省审定，审定编号：滇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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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2023176号。

2024年 4月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与四川农业大学等 7家单

位对临玉甜 2 号的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形成初稿，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标准编制申请，

并得到同意批复。编制组成员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整理相

关参考文献和资料，并认真分析该品种试验结果，通过多次

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结合临沧气候生态特点和发展现状，

经多次反复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于 2024年 5月 20日至 6

月 20 日向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昭通市

农业科学院、玉溪市种子管理站、保山市种子管理站、普洱

市种子站、丽江市种子管理站、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种子管

理站、曲靖市种子管理站、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临沧市

植保植检站 、临沧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12个单位的相关专家

征求意见，共收到建议和意见 47条，其中采纳 27条，不采

纳 20条。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标准名称的建

议；2.对使用范围、规范性文件引用、种子质量、种植隔离、

播种方式、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准确表述、规

范格式、加强可操作性等建议。标准编制组根据各单位提出

的修改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最

终修改意见以技术审查会修订为准。

（三）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4年 8月 5日，标准编制小组根据专家反馈的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再次修改，形成《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

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并提交技术审查申请。

https://www.so.com/link?m=uBMTLovMTgTMfHEDatWQPzB2R4hLQ2xGoDznL1kp5xf+G/mUJDMbMSfKL+9DyNj7T7R16J4Mhz6hGLzx9fOE70Ka3sdLI6VE+sYA3i7rSLFvXRQqL9ga98Tfwpg+S7j4tet3qHiKiMRJf3i1rxb36PmYZX783RxfzSaVrLCo8NOexEjOv7DqPtC+9beJEfADMOsJgW83w5/r5gfp+K7YQmaYlFyQxAze3cw6rxxHUM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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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审查会议及形成标准报批稿

2024年 10月 15日，由临沧市种子管理站提出申请，临

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 5位专家，对《鲜食甜玉米品种临

玉甜 2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进行技术审查。专家组

对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内容的合法性、协调性、规范性，重

大意见分歧处理情况，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强制性条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进行审查，认

为《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送审材料齐全，符合《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与现

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能与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有机衔接，一致通过技术审查，并提出 2条修改意见：

一是在编制说明中充实指标及参数；二是在标准文本中范围

部分增加海拔范围，在化学防治中用附录表格式表述。

针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标准编制小组对编制说明和

标准文本所提及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讨论修改，并把标准文本

及相关材料提交给每位技术审查专家再次修改和确认，最终

形成了报批稿。

四、制订地方规范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原则

本标准作为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 号的种植栽培依

据，以促进育种成果转化应用、提质增产增效为目标，遵循

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针对品种特征特性，立足临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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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气候特点，结合农业产业发展趋势，以大量试验数据为支

撑，严谨分析，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2.协调性原则。本标准的相关条款内容与我国现行的法

律法规、管理规定及相关标准相协调。

3.适用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推广应用区域的

生产条件、生产水平和生产效果，确保标准的指导性和适用

性。

4.统一性原则。本标准注重引用和参照已发布的现行国

家、行业、地方标准，做到与之完全统一、协调。

5.规范性原则。标准的起草完全遵循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草。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

准前瞻性又顾及生产实际，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在满足丰

产、优质、安全、高效目标的同时，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

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在生产

上切实可行。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数据来源于临玉甜 2号的选育、试验及品种审

定等相关材料，经过省内外相关专家严格把关，数据科学、

真实、客观，是品种推广种植的重要依据，与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没有冲突，能与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机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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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的论述

（一）关于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参考了国家、农业部、相关省市及云南省内州市

级甜玉米地方标准，本标准共设置 10 章，各部分的主要技

术内容如下：

第 1章 范围：规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文件共 10项。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对 3个术语作了说明。

第 4 章 产地环境：规定了产地条件和隔离条件 2 项内

容。

第 5 章 播前准备：规定了选地、整地、起垄覆膜 3 项

内容。

第 6章 播种：规定种子质量、播种期、播种量及密度、

种植方式等 4项内容。

第 7 章 施肥：规定了施肥原则、施肥量及方法等 2 项

内容。

第 8章 田间管理：规定了去分蘖、除多穗、水分管理、

人工除草等 4项内容。

第 9 章 病虫害综合防治：规定了防治原则、防治方法

等 2项内容。

第 10章 适时采收：规定了果穗采收、清理地块等 2项

内容。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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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种来源：母本 SSD6030 是 2016 年春以京科甜

533×SH023（荣玉甜 9号母本）为基础材料，2016年秋进行

单倍体诱导，2017 年春自然加倍自交，2017 年秋选育成系

后定名为 SSD6030。父本 SSD6023是 2016年春以 SH032（荣

玉甜 6号母本）×世诚双甜 26为基础材料，2016年秋进行单

倍体诱导，2017 年春自然加倍，同年秋选育成系后定名为

SSD6023。

2.审定编号：滇审玉米 2023176号。

3.品种类型：甜玉米

4.农艺性状：该品种株型半紧凑，单株总叶片数15片左

右，株高180 cm左右，穗位高75 cm左右；雄花分枝8⁓10 个；

果穗长26 cm左右，穗行数14⁓ 16 行，行粒数36 粒左右、

籽粒黄白色，甜质型，白轴，百粒重34 g（鲜籽粒）；全生

育期90 d左右。

5.抗逆性：2022 年 7⁓10 月经云南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

定站采用田间病圃法/人工接种鉴定，该品种抗灰斑病、中抗

大斑病、抗南方锈病、感普通锈病、抗纹枯病。2021年倒伏

倒折率之和为 0%，倒伏倒折率之和≥10.0%的试验点百分率

为 0%；2022 年倒伏倒折率之和为 2.2%，倒伏倒折率之和

≥10.0%的试验点百分率为 14.3%。

6.品质特性：2022年 5月扬州大学农学院采用葱酮比色

法测定水溶性糖、3,5-二硝基水杨酸法测定还原糖、蕙酮比

色法测定总淀粉、GB7648-87测定直链淀粉、农业部试行方

法测皮渣率。该品种皮渣率 10.76%，水溶性总糖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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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糖 3.03%；经专家现场鉴评，该品种总得分 86.3，其中

外观性状 26.3、蒸煮品质 60.0。

(三)试验论证及引文依据

1.试验论证

《2021年临玉甜 2号各点区试总结》《2022年临玉甜 2

号各点区试总结》《2022年临玉甜 2号各点生产试验总结》

《临玉甜 2号 DUS报告》《临玉甜 2号抗性鉴定报告》《临

玉甜 2号品质分析报告》。论证目的：综合评价该品种农艺

性状、丰产性、抗病性、抗倒伏能力及品质特性等。

2.引文

《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确保临玉

甜2号玉米种子质量达标；《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

覆盖薄膜》《GB/T 832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十）》《GB/T

15063 复合肥料》《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525 有机肥料》确保临玉甜2号种植栽培施肥用药用

膜规范；《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3095 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确保临玉甜2号生产环境条件达标；

《NY/T 523 专用籽粒玉米和鲜食玉米》确保甜玉米定义准

确。以上标准和文件的引用参考，是《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

甜2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必不可少的依据。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020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020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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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故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

地方标准。

八、贯彻地方规范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一是加强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培训、推

荐主推品种及主推技术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内的种植群众广

泛宣传甜玉米品种和栽培技术，结合现代农民培训，深入田

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的推广该技术，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新

技术、新品种的认识、接纳和利用。二是加强推广。利用云

南省卢艳丽专家工作站项目资金，在耿马县勐撒镇、孟定镇，

永德县永康镇等热区开展临玉甜 2号种植展示示范，通过现

场观摩会、品鉴会等形式向当地群众推介新品和新技术，通

过看禾选种、看禾选技的方式，促进该标准落实到人、落实

到田，从而有效推动我市群众增产增收。

九、预期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该标准为临沧市制定的第一个甜玉米

品种高产栽培技术标准，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将为全市

甜玉米种植栽培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促进临沧甜玉米产业

发展，对现代种业振兴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活力，带来

积极的社会效益。

（二）经济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有效规

范我市临玉甜 2号的种植管理，提高当地群众种植水平，提

高甜玉米的单产和品质，增加群众就业，对促进农业产业提

质增效、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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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经济效益明显。

（三）生态效益。本标准坚持节本增效、绿色生态的原

则，采用科学有效的种植管理措施，减少甜玉米的病虫草害，

减少肥料、农药施用，减少玉米秸秆的浪费和污染，具有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不仅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

坏，还能逐步改变种植群众粗放用肥、用药、用摸的不良习

惯，减少人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鲜食甜玉米品种临玉甜 2号的栽培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小组

2024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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