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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列自交系在吉林省玉米育种中的优缺点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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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 来源于美国玉米杂交种，含热带和亚热带种质，遗传基础十分丰富。选育出的

优良自交系普遍具有配合力高、抗病、抗倒、抗旱耐湿、保绿性好和品质优等诸多优点，已成为国

内应用最广泛的血缘和相对独立的遗传类群。自引入吉林省以来，对本省玉米育种及品种改良产

生重大作用，同时该系列自交系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因此对该系列自交系的优缺点及改良的相

应对策进行分析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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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后期，美国先锋公司的玉米杂交种 9%:(( 引入我国，在生产上表现突出，各地

试种均表现茎叶青绿、保绿度好、活秆成熟、秆强不倒、抗叶斑病和茎腐病等优点，明显优于

美国玉米带种质和我国常规种质选育的杂交种。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热带和亚热带种

质的利用。中国农大、河南农大、吉林农科院、丹东市农科院和山东省农科院等利用外来种

质的国外杂交种 9%:(( 选育出优良自交系 &9%、?&#%、%9’&、:((’#、@!#、丹 :(% 和齐 #&( 等。

通过对外来种质群体进行适应性改良，然后从中选择优良自交系直接应用或利用具有特异

性状自交系作为中间材料，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育种方法。

! "#$%% 系列自交系的主要特点

!(! &%)** 系列自交系的优良特性

!&!&! 遗传基础丰富，配合力高

9%:(( 地理远缘，含有热带和亚热带遗传种质，遗传基础十分丰富。与 @71A、B.-4.857,、
塘四平头、旅系统都有较强的杂交优势，配合力较高，如沈 &#:、&9%、?&#%、丹 #&#"、C&=#、

齐 #&( 等 ，已 配 出 大 量 组 合 ，丹 玉 !D（丹 :((E丹 #D"）、丹 玉 !=（("D=E丹 :(%）、农 大 &"%
（&9%E黄 F）、农大 #&#%（综 #&E?&#%）等均已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产量、抗性均表现突出。

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和原四平市农科院玉米所也有大量组合通过和正在省区试中，表现都

很突出。

!&!&’ 抗性优良，保绿性好

9%:(( 系列自交系共同的特点是抗性优良，保绿性好。研究表明：高抗茎腐病、穗腐病

和粒腐病，对叶斑病、青枯病、锈病等均表现良好抗性，尤其抗叶斑病。该血缘自交系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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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种在生育末期均表现青枝绿叶，无茎叶病虫害，整齐一致。目前，吉林省几大种质类群

中抗病性仍存在着较大问题，利用 !"#$$ 系列自交系对现有种质的改良具有重要意义。

!"!"# 秆强不倒，品质优良

!"#$$ 血缘的自交系及其杂交种抗倒性均表现优良，这在多风灾的吉林省具有重要的

利用价值。保绿性好，茎秆不倒，更加有效地提高光能利用率，增加光合产物的形成、运输

和积累。另外，经测定，无论是外观品质还是内在营养价值该系列自交系表现均为优良，是

品质育种的良好种质基础材料。

!"# $%&’’ 血缘自交系存在的问题

!"$"! 子粒薄，出籽率低，自身产量差

在育种实践中，我们发现 !"#$$ 系列自交系普遍存在着子粒薄、出籽率低的问题，这就

使直接利用该血缘有了局限性，目前利用该系列自交系作父本应用于生产或是改良现有骨

干系方式的占大多数。因此，能否通过改良其子粒性状，在进一步提高其自身产量的同时，

保持其它优良特性值得深入研究。

!"$"$ 上冲株型少，耐密程度低

我省引入 !"#$$ 血缘的自交系在株型上以平展型居多，半紧型较少，上冲型则更少。吉

林省玉米育种的经验表明，耐密型玉米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是本省玉米产量飞跃的重要途

径。因此，继续加大对该系列自交系的选择压力，丰富高耐密基因的导入，是很重要的改良

方法。吉林省农科院在这方面正进行尝试。

!"$"# 生育期偏晚，对温光反应敏感

在吉林省目前引入的 !"#$$ 血缘自交系普遍表现生育期偏晚，部分自交系及杂交种还

出现了不能正常成熟的现象。另外，由于该系列自交系含有低纬度种质，对温光反应非常敏

感，在海南育种田中，生育期大大提早，往往会造成在海南配的组合在北方配不上，在北方

育成的品种在海南制种需要错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年际间气候的变化，使北方大面积制

种花期不遇，造成经济损失。笔者认为，尽量弱化 !"#$$ 系列自交系的温光反应，又最大程

度保持其低纬度种质资源成为重要改良方向。

$ 改良 %&’(( 血缘自交系缺点的相应对策

#"! 利用该系列自交系的抗病性和优良品质改良现有种质

在吉林省应用很广的优良种群 %&’( )&**+, -&./ 中有的自交系感茎腐、穗腐和灰斑

病，如 0"12#、$231、"445 等，我们可以用抗病的 !"#$$ 系列自交系改良。原四平农科院以

$2316!"#$$ 为基础材料，已成功选育出抗病自交系，利用该自交系与其它类群组配的杂交

组合在产量、品质、抗病性等方面表现十分突出。

原四平农科院玉米所用 %&’( 系统的 !$55、0"12# 等与 !"#$$ 系列自交系杂交，从中选

择子粒较深、品质优良、配合力和自身产量均较高的二环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增大选择压力，选育耐密型的 $%&’’ 血缘自交系

根据叶相传递原则，用 3445、"445 等上冲型优良自交系与 !"#$$ 血缘中半紧型自交系

沈 47#、齐 74$、4!" 组成基础材料，从中选择耐密性好、秆强不倒的新型自交系，选择正在

进行中。

#"( 改良生育期，向中晚熟和中熟期选择

原四平农科院玉米所利用 !"#$$血缘自交系对温光反应敏感的特点，在海南与早熟自交系杂

交，并通过回交控制温带种质所占比例，从中选择出中熟、中晚熟自交系 ，（下转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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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预测因素对发生程度预测的符合率比对发生面积预测的符合率高。应用公主岭 ! 个观测

点的数据选出的预测因素预测吉林省全省的发生程度和发生面积实现了较高的预测符合

率。本研究选出的 " 个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预测模式经实际预测检验可以应用。为研究粘

虫预测模式编制的数据计算、分析、筛选、拟合等一系列计算机程序适用于筛选预测因素，组

建预测方程式并通过历年数据拟合计算预测符合率，可供研究其它害虫的发生预测模式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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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以期拓展 (\]’’ 血缘自交系应用的生育期范围，此研究方法正在进一步实施中。

! 小结与讨论

(\]’’ 系列自交系具有优良的热带和亚热带种质，也是一个具有多种抗源的自交系选

育基础材料，成功地加以利用将会拓宽吉林省玉米育种狭窄的种质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

玉米的生产能力。我国加入 UG5 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农业，而对吉林省来说，玉米业首当

其冲。国外的玉米无论在其产量、品质、价格，还是适应机械化程度上均有较大优势。因此，

积极引进外来种质，加快对其改良驯化的步伐，培育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熟期更适宜、整

齐度更好的优良玉米品种，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玉米业的差距，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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