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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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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高产值、高附

加值、高营养价值、绿色环保的鲜食玉米备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2017年农业部出台了《鲜食玉米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促进玉米结构调整，适当发展鲜食玉米，2020年种植面积达

1500万亩。2018年中央 1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2021年中央 1号文件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2020年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鲜食糯玉米绿色栽培技术指

导意见》。因此，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鲜食玉

米，打造特色品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当发展鲜食糯玉

米产业，满足市场需求，推进临沧现代种业振兴，促进农民

增产增收。2023年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与四川农业大学共建了

云南省卢艳丽专家工作站，联合开展鲜食玉米选育和推广、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等工作。临黑糯 1号为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和四川农业大学联合选育的糯玉米单交种，2023年通过云南

省审定，2024年开始在临沧市辖区内推广种植。为加大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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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 1号的推广种植面积，促进其标准化、规范生产。临沧市

种子管理站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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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工作需要，在多

年试验示范的基础上，牵头总结出了《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

糯 1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并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出编制申请，得到同意批复。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

为临黑糯 1号的规范化、标准化栽培种植奠定良好的技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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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种子管理和植保植检

站、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梅玉芹 女 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组长、项目主持人

标准起草、修改、申报

李继章 男 站长/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标准起草、修改

林海建 男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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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汇总、标准修改

杨永华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标准修改

岩 张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

姚才奎 男 正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标准修改

施新民 男 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执行

彭海山 男 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凤庆县种子管理和植保植检站 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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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军 男 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勐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执行

王 佳 女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标准校对

田德强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标准校对

李爱玲 女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修改

董 斌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修改

二、制订地方规范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云南鲜食玉米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

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省份，鲜食玉米种植面

积已突破 100万亩，目前已形成了西双版纳“小糯玉米”和

“德宏甜玉米”等产业新模式。临沧市地处云南西南部，属

亚热带低纬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温差不大，雨量充沛，光

照充足，一年可开展多季鲜食糯玉米种植，但受限于市场开

发制约发展较为缓慢，8县（区）仅有零星分散种植，年均

种植面积在 7万亩左右，仅占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的 1.63%。

随着高速路、铁路、机场的开通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临沧

市的糯玉米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很

大。

（二）意义。鲜食糯玉米在临沧种植时间较早，但多以

农户自发零散种植、自产自销或售卖鲜穗为主，管理粗放，

销售形式单一，收益较低。加之品种多、乱、杂，给农户选

种用种带了困难，难以形成以企业或合作社主导、订单式生

产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本标准的制定从临沧实际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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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坚持“科学、合理、可行、适用、规范”原则，集鲜食

糯玉米品种和种植栽培管理技术为一体，可有效解决鲜食糯

玉米产业发展中选种难、种植难的问题。本标准的实施对促

进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号的全产业链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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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大学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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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站长、高级农艺师梅玉芹同志担任，

成员依次为：李继章、林海建、杨国明、杨永华、岩张、姚

才奎、施新民、彭海山、李增军、王佳、田德强、李爱玲、

董斌，并对相关单位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临沧市种子管

理站牵头负责标准文本的起草、编制说明的撰写和修改。

（二）前期工作及编制过程

临黑糯 1号为临沧市种子管理站和四川农业大学以自育

系 D6011为母本、SWD6037为父本选育的紫糯玉米单交种。

母本 SWD6011 以群体（云南地方种糯玉米×苏玉糯 2 号

×SH023）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父本 SWD6037以群体（中

糯 301×天紫 23×黑玫瑰 8 号）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2018

年组配 SWD6011×SWD6037 得到临黑糯 1 号。2021⁓ 2022

年在丽江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州、普洱市、芒市、文山州、

玉溪市开展多点区域试验，两年区试平均产量 1084.1 kg/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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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较对照增产 13.1%，增产点率 85.7%。2022年在丽江市、

临沧市、西双版纳州、普洱市、芒市、文山州开展多点生产

试验，平均产量 1080.7 kg/667 m2，较对照石糯 2 号增产

23.2%，增产点率 100%。

2024年 4月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与四川农业大学等 4家单

位对临黑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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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真分析该品种的试验示范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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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向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昭通市农业科学院、西

双版纳州科学技术局、丽江市种子管理站、德宏州种子管理

站、普洱市种子站、玉溪市种子管理站、文山州种子管理站、

保山市种子管理站、曲靖市种子管理站、西双版纳州绿色食

品与乡村产业发展中心、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临沧市土

壤肥料工作站、临沧市植保植检站等 14 个单位的相关专家

征求意见，共收到建议和意见 66条，其中采纳 43条，未采

纳 23条。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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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术

语、精炼描述、准确表达的建议；3.对描述格式、错别字修

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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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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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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

号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并提交技术审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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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糯玉米品种临

黑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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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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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充实主要技术

标准和参数；二是在标准文本中精炼术语定义表述，删除草

害化学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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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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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原则

本标准作为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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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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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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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数据来源于临黑糯 1号的选育、试验及品种审

定，经过省内相关专家严格把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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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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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糯玉米地方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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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术语作了说明。

第 4 章 产地环境：规定了产地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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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量、播种期、播种量及密度、种

植方式 4项内容。

第 7 章 施肥：规定了施肥原则、施肥量及方法 2 项内

容。

第 8 章 田间管理：规定了间苗定苗、人工除草、水分

管理 3项内容。



- 9 -

第 9章 病虫害综合防治：规定了防治原则、防治方法 2

项内容。

第 10章 采收：规定了果穗采收、清理地块 2项内容。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品种来源：母本 SWD6011是 2016年秋以群体（云南

地方种糯玉米×苏玉糯 2号×SH023）为基础材料，选优株进

行单倍体诱导，2017 年春进行自然加倍，2017 年秋在云南

景洪选育而成，后定名为 SWD6011。父本 SWD6037是 2016

年秋以群体（中糯 301×天紫 23×黑玫瑰 8号）为基础材料，

选优株进行单倍体诱导，2017 年春自然加倍，2017 年秋选

育后定名为 SWD6037。

2.审定编号：滇审玉米 2023204号。

3.品种类型：糯玉米

4.农艺性状：该品种株型半紧凑；单株总叶片数16 片左

右，株高220 cm，穗位高90 cm；雄花分枝5⁓11 个；果穗长

21 cm，穗行数14⁓16 行，行粒数30 粒，籽粒紫色，糯质型，

紫轴，百粒重32.9 g；全生育期9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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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种中抗灰斑病，感

大斑病，中抗南方锈病，感普通锈病，高感纹枯病。2021年

倒伏倒折率之和为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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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倒伏倒折率

之和≥10.0%的试验点百分率为 0%。

6.品质特性：2022年 5月扬州大学农学院采用葱酮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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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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支链淀粉 /总淀粉

98.33%；经专家现场鉴评，该品种总得分 85.2，其中外观性

状 24.9、蒸煮品质 60.3。

(三)试验论证及引文依据

1.试验论证

《2021年临黑糯 1号各点区试总结》《2022年临黑糯 1

号各点区试总结》《2022年临黑糯 1号各点生产试验总结》

《临黑糯 1号 DUS报告》《临黑糯 1号抗性鉴定报告》《临

黑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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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523 专用籽粒玉米和鲜食玉米》确保鲜食糯玉

米定义准确和采收果穗符合标准；《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确保临黑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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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肥料》《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525 有机肥料》确保临黑

糯1号种植栽培用药施肥用膜规范；《GB 3095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15618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确保临黑糯1

号生产环境条件达标。以上标准的引用参考，是临黑糯1号

栽培技术规程必不可少的依据。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020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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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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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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临沧市辖区内的种植

群众广泛宣传糯玉米品种和栽培种植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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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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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和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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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

品种种植栽培标准，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将为全市糯玉米

种植栽培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促进我市糯玉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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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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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我市临黑糯 1号的种植管理，提高当地群众种植水平，提

高糯玉米单产和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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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糯玉米的病虫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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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膜的不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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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食糯玉米品种临黑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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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