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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吉农大935”是吉林农大科茂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组配而成的玉米杂交种。在吉林省2009—2010年区

域试验中平均产量11 728 9 kg／hm 2,比对照品种“郑单958”增产10 6％。2010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产量

10 809 9 kg／hm 2,比对照品种“郑单958”增产10 7％。该品种具有耐密性好、丰产性好、容重高、品

质优、抗病性较强等特点。2011年2月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正式定名为“吉农大935”。该

品种适宜吉林省玉米中熟—中晚熟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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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Report on the New Maize Variety of ““““Jinongda    935&rdquo|with High 
Yield, Good Quality and Drou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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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eeding work of jinongda 935 was finished by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2005. In two year 
regional tests, the production of jinongda 935was 11 728 9 kg/hm ２, 10 6％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In production tests, its yield is １０ ８０９ 9 kg/hm ２ 10 7％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Jinongda 935 has such features as high yield, high bulk density, good 

quality, high starch content, and drought resistance. It was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Jilin Provincial 
Variety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ommittee in February, 2011, and it wasofficially named jinongda 
935. Jinongda 935 was suitable to be planted in middle region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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